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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穩定成長
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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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固定投資成長 +5.87%
• 外商持續在台投資

• 台商回台、5G、綠能投資

• 運輸業者擴增運力

實質民間消費成長+5.10%

實質輸出成長 +5.53%
• 全球景氣持續回溫

• 數位轉型商機續熱絡

• 逐步放寬入境檢疫措施帶動來台旅客回溫

• 年初本土疫情影響有限

• 企業獲利有利加薪

• 基本工資及軍公教薪資調升

預測2022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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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方向與重點

數位轉型升級

蓄積韌性經濟成長潛能

提升人力質量

打造全球人才薈萃中心

推動永續發展

促進區域均衡包容成長

提升施政效能

全方位帶動政府服務躍升



數位轉型升級

蓄積韌性經濟成長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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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推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一

台灣成為全球經濟

關鍵力量

•促成美光5年投資3,700億(DRAM、高頻寬記憶體)

•成立亞洲第1間獲國際O-Ran聯盟認證的OTIC實驗室

ICT技術領先，輸出AIoT、5G

•產創條例10-1條修正納入資安抵減項目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記載事項準則」，

規定上市櫃公司揭露資安資訊並設資安長

世界信賴的資安系統及產業鏈

•國衛院投入49.52億元新建生物製劑廠

•生技條例修正延長至120年底，納入受託開發

製造之生技公司

建構台灣為全球精準健康及
科技防疫標竿國家

•獲洛馬、奇異等大廠同意技轉97項F16維修技術

•完成福衛八號整測備便審查，規劃112年發射

推動國防自主與新世代衛星領域

•高雄海洋科技專區完工，落實風電人才在地化

•帶動離岸風電94.7億投資，增加257.6億產值

打造台灣為亞太綠能中心，
2050達到淨零排放

資訊及數位

綠電及
再生能源

國防戰略

精準
健康

資安
卓越

民生
戰備

•確保天然氣、糧食與醫療品等供應無虞

•推動半導體、車用電池與原料藥自主

確保民生與產業關鍵物資無虞

等18個單位共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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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推動亞洲・矽谷2.0計畫二

智慧物聯加速產業進化 創新創業驅動產業未來

兩大主軸

打造台灣成為亞洲數位創新的關鍵力量願景

物聯網 創新創業

設立研發/創新中心

AIoT輸出9案

智慧農業輸出印尼

智慧養殖輸出馬國等

培育2家

國際級SI

皇輝、遠創

9家

指標型新創

170家 24.09億

創業天使投資方案

1.75兆

110年物聯網產值

249案

智慧城鄉方案

4.7%

/全球占比

899家 93.91億

新創事業紓困融資加碼方案

600+家 21億

新創海外參展/累計CES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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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產業創新金融資源1/2三

國家融資保證機制

⚫ 110年輸銀成立「國家融資保證中心」，由國發基金與

參與銀行出資80億專款，提供最高6成融資保證

⚫ 至111年2月已通過2案，分別為海事工程服務商之履約

保證融資保證，以及水下基礎供應商之基樁供應融資

保證，累計融資保證金額約11.7億元

綠能建設

綠能設備與服務

重大公共建設

保證對象

⚫ 本會110年6月發布「促進私募股權基金投資產業輔導

管理要點」，就投資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六大核心

戰略產業之私募股權基金進行資格認定，並出具資格

函，以利其多元募資

⚫ 至111年2月已核發資格函1案

促進私募股權基金投資產業

PE

資金

六大
五加二
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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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基金投融資計畫2/2三

國發基金資產截至111年2月共約1兆3,351億元，透過多元投資及融資方式，

協助企業取得營運發展所需資金

投資業務 累計投資件數 總投資金額(億元)

直接投資 67 655.93

投資創業投資事業 60 135.10

專案投資 427 137.92

創業天使投資方案 170 24.09

投資新創特別股專案 181 29.44

合計

貸款項目
累計核貸

件數
累計核貸金額(億元)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專案貸款 198 3,898.43

根留台灣企業加速投資專案貸款 114 1,382.55

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貸款 540 1,462.50

海外投資融資貸款 192 400.02

協助新創事業紓困融資加碼方案 899 93.91

其他協助產業政策等貸款 4,208 1,067.56

合計 6,151 8,304.97982.48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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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數位經濟國際交流合作

本會與美國在台協會

(AIT) 共 同 籌 辦 ，

已舉辦3屆會議

議題涵蓋數位貿易與

投資、創新創業、智

慧技術、網路安全等

台美數位經濟論壇(DEF)

台歐盟數位經濟對話(DDE)

本會與歐盟資通訊網絡

暨科技總署共同舉辦，

已召開2屆會議

議題涵蓋數位政策、AI、

數位基礎建設、數位技

能、數位治理、金融科

技、資料經濟等

強化歐洲鏈結計畫

APEC數位經濟

◆ 推動我國成功加入APEC 

CBPR體系，使我國跨境隱私

保護與APEC隱私法制接軌

◆ 擔任APEC經濟委員會(EC)、

數位經濟小組(DESG)的主政

部會，會同國內部會參與

數位經濟議題交流

◆ 本會110年10月籌組跨部會中東歐經

貿考察團，瞭解歐洲在人才、產業和

台灣存在互補、合作空間

◆ 成立2億美元中東歐投資基金、10億

美元融資基金，促進雙邊產業合作及

投資

四



推動永續發展

促進區域均衡包容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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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建構淨零排放路徑圖
行政院永續會設置氣候變遷與淨零轉型專案小組，負責推動相關政策

• 經由去碳能源、產業及能源效率、綠運輸及運具電氣化、負碳

技術、治理等五大工作圈跨部會研商進行藍圖規劃，並已啟動

社會對話

• 提出淨零排放路徑圖草案，將透過多元平臺擴大社會對話，

以凝聚轉型共識，落實公民參與

3月提出2050淨零排放路徑圖草案

2050淨零排放重要政策方向

• 積極佈建太陽光電及離岸風電；加速投入氫能和碳捕捉利用

與封存(CCUS)等相關技術開發及國際合作

• 因應歐盟CBAM啟動溫管法修法，將碳費收入補助及獎勵低碳

及負排放相關技術開發等

• 協助產業透過製程改善、循環經濟等方式進行低碳轉型

• 第四期前瞻基礎建設預算分配審議，納入淨零排放思維

一



12

持續推動前瞻基礎建設

第三期前瞻預算

數位轉型：5G佈建

台商回台：產業園區

平衡城鄉差距：城鄉建設

計畫審查時將考慮
淨零碳排目標以做調整

第四期前瞻預算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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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推動地方創生政策
青年培力工作站 60

核 定 設 置 處

公有空間活化21
核 定 補 助 處

地方創生計畫 75
已 媒 合 完 成

案 ( 輔導中 56案)

北區
輔 導 中 心 19 5

地方創生計畫 8已媒合 輔導中11

公有空間活化

中區
輔 導 中 心

南區
輔 導 中 心

東區
輔 導 中 心

15 4

26 17

15 6

23 20

11 6

18 8

青年培力工作站

三

地方創生計畫 已媒合 輔導中

地方創生計畫 已媒合 輔導中

公有空間活化青年培力工作站

公有空間活化青年培力工作站

地方創生計畫 已媒合 輔導中

公有空間活化青年培力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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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花東離島永續發展

花東永續發展基金 離島建設基金

檢討「花東地區永續發展

策略計畫」；111年編列支出

24億元，推動160項計畫，

協助花東落實推動第三期(109

至112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

研擬離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略，

指導第六期(112-115年)離島綜合

建設實施方案；離島基金111年

編列支出9億元，推動共計128項

計畫，持續完備離島整體生活機能

推動中興新村活化發展 協調推動房地產健全發展

打造中興新村為「花園城市」之願景，

配合國家政策及未來發展需求，

將中興新村分區定位：

北核心--歷史文化區

中核心--休閒生活區

南核心 -- 大學城

本會協調推動「健全房地產市場方案」，並依市場發展情形
及政策成效，陸續推動多項精進措施，以遏制不當炒作

◆ 租稅面 : 持續促進房屋持有稅賦合理

◆ 行政面 : 健全預售屋管理機制，並強化交易資訊揭露

◆ 金融面：避免信用資源過度流向不動產市場

◆ 未來展望：持續推出精進作為

四

五 六



提升人力質量

打造全球人才薈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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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雙語政策一

提升國人雙語力

及數位力

•培育台灣人才

•呼應國際企業來台深耕

讓台灣產業連結全球

打造優質就業機會
•兼顧國家語言發展

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加速推動高等教育雙語化

. 

均衡完善高中以下教育階段雙語化條件

. 

數位學習

重點培育：擴增高中雙語實驗班計畫

弭平差距：強化偏遠地區學習資源

普及提升：各級學校雙語師資增能班

擴大引進合格外籍英師

研議用用外籍英語教學助理規劃

推動中小學數位精進方案

建置「雙語資料庫學習資源網」

提升公務人員英語力

考試：逐步推動「提高高考三級英文占比分率」

增列英語檢定為應考資格條件

訓練：鼓勵公務人員利用訓練資源增進自身英語力

英檢量能擴充

與LTTC之「全民英檢」合作 :

增設考場、提升考試頻率、持續規劃多元做法

成立行政法人專責推動

推動成立「雙語政策發展中心」

6大推動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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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延攬國際人才二

➢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自107年2月施行以來成效顯著，截至111年2月就業金卡已核發4,259張

(有效張數達3,898張)，成功延攬全球各行業頂尖專業人才

➢ 面對美中貿易戰下，國際大廠紛紛調整亞太布局，帶來攬才新契機，應積極推動各項攬(留)才行動，

為國際人才建構可發展之舞臺

現況分析

2024年淨增加1.5萬人(1萬人) 2030年淨增加4萬人(2萬人)外國專業(特定)人才政策目標

具體策略

擬定攬才計畫

建構友善工作及

生活環境

完善法規架構

➢ 針對5+2及六大核心戰略產業、重點服務業國際專業人才需求，設定攬才目標及計畫

➢ 加強延攬全球前500大大學畢業生、大型投資企業所需人才、創業者，以及留用來台商

務及履約之外國人等

➢ 提升「台灣就業金卡辦公室」、「Contact TAIWAN」服務量能

➢ 推動「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修正案(110年10月25日正式施行)，及相關子法、

配套措施之施行

➢ 檢討優化「就業服務法」、「入出國移民法」及其相關子法

➢ 協調擴增各類雙語班(部)，並優化海外攬才子女教育諮詢平臺，滿足渠等子女在台教育需求

➢ 優化外國人各項金融服務及強化外語租屋服務，便利外籍人士在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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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人口及移民政策三

◼ 跨部會協調推動移民政策：本會協調經濟部、教育部、勞動部、僑委會，針對外國專業人才、僑外

生、外國技術人力，規劃具體策略措施，填補我國經濟成長所需外國勞動力，維持合理人口結構

擴大吸引及留用
僑外生

➢ 積極開設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等多元人才

培育模式，並鬆綁就業相關規定

強化延攬
外國專業人才

➢ 推動各項攬才計畫，提升Contact Taiwan

攬才量能，並擴大辦理攬才說明會等活動

新增留用
外國技術人力

➢ 行政院已於111年2月通過勞動部規劃完成之

「移工留才久用方案」，輔以雇主聘用配套

措施，兼顧留用純熟技術移工及國人就業權益



提升施政效能

全方位帶動政府服務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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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精準可信賴的智慧政府一

加速資料釋出

• Open Data:

持續推動政府資料開放(Open Data)及再利

用，現已開放逾5萬3,000筆資料集，包括

開放不動產實價登錄等高應用價值資料，

超過83%符合金標章格式

連結科技應用

• 廢車回收一站通服務 : 民眾可於線上進行車

籍報廢、回收與相關稅務一站式服務

• 手機報稅服務:利用行動電話認證身分登入

綜所稅報稅系統，5分鐘完成報稅

活用民生資料

• MyData : 提供120項個人化資料下載、

313項線上服務及94項便民臨櫃核驗服務

• 擴展金融機構服務

MyData完成20家金融機構介接

完備數位基礎

• T-Road跨機關資料傳輸 : 完備服務安全環境

及完成50項資料介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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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案自110年1月施行至113年5月

➢ 定期召開行政院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推動小組；
參照OGP標準，委由獨立第三方檢視行動方案執行情形

➢ 協同公民社會積極參與OGP年度峰會及開放政府相關國際活動

➢ 110年度成果：藉由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資料集平臺累計

收錄3萬2,380個資料集；建置地方創生資訊共享交流平臺；

建置南島圖書資訊資料庫；勞動工會權益多元宣導觸及276萬

7,674人次等

機制

➢ 110年公建計畫經費達成率不僅連續2年

超越95%，亦較109年提升0.17個百分點，

創下近14年來最佳表現

落實推動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二

三 精進計畫全生命週期智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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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項 240項 168項

76項

142項

31項34項

協調部會推動法規鬆綁成果

提高行政效率 賦予企業彈性 促進金融發展

優化創新創業
環境

推動綠能矽島
發展

放寬土地利用
限制

完備租稅法制
環境

累計共1,159項成果

協處外國商會建言 建立友善經商環境

逐項檢視美、歐、日、紐奧商會白皮書建言，110年召開14場會議跨部會協調會，

以促進我國經貿法制與國際接軌

各商會咸肯定白皮書議題協調進展，美、日等商會更評價協調成果為歷年最佳

建構法規鬆綁與革新環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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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加強個人資料保護五

召開「行政機關落實個資保護執行聯繫會議」

參考國際法制趨勢

研議個資法制修正方向

• 就台灣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承諾事項 (包含當事人權利、

個資保護影響評估等)進行研議

• 針對其他個資法重要議題(如產業應用、國際傳輸等)，蒐整

國際立法例與學者專家進行討論

評估後續修法方向或發布指引

修正 20 項安維辦法

增訂 15 項安維辦法

◆檢討安維辦法分級管理、外洩通報及行政檢查等

相關規定，提升資安標準及外洩通報程序之一致性

◆函頒「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落實個人資料保護聯繫

作業要點」

促使各部會辦理監督通報

掌握個資外洩事件後續改善情形

滾動檢討增修安維辦法、列管個資外洩案件處理進度



✓透過系統整合，擴增檔案應用量能及快速取件服務

✓主動公開檔案全文影像達200萬頁

✓推動檔案加值應用素材服務計畫

✓公私協力、跨域合作推動3項主題共4場次展覽

24

擴增國家檔案典藏與應用量能六

✓研析各國徵集政策，重新建構國家檔案徵集策略綱要

✓私人團體捐贈逾113公尺珍貴文書，持續擴增國內外徵集

✓引進人工智慧輔助檔案法定審核，提升清理效率

✓賡續審選機關檔案，以審選及清理雙軌提升鑑定成效

✓興建我國首座國家檔案館，工程進度持續超前

✓導入物件識別系統，提升26.5公里檔案管理效能

✓推動全民檔案共筆協作，擴增國家檔案檢索質量

✓提升檔案保存維護量能，降低檔案長期保存風險

✓完成政治檔案逾77.9%數位化作業

廣闢檔案資源

厚實典藏質量

擴增應用量能



結語

➢ 台灣雖面對美中貿易戰及疫情的嚴酷挑戰，但在全體國人的攜手

努力下，110年每人國內生產毛額首次超過 3 萬美元，經濟成長率

達 6.45%，創11年來新高，創造傲視全球的經濟成果

➢ 展望未來，政府將持續打造堅韌經濟體質，建立強靭產業供應鏈，

建構優質經商環境，吸引國際人才與資金，並推動均衡包容的環境

與社會，相信定能讓台灣重返榮耀，讓世界看見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