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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經濟溫和成長

臺灣經濟成長率

預測2023全年

單位：%

✓ 民生經濟活動隨疫情管制措施鬆綁漸回常軌

✓ 勞動市場持續改善

✓ 跨境旅遊增添動能

民間消費大幅提升

✓ 國內半導體廠商持續擴充產能

✓ 臺商回臺投資、潔淨能源建置等逐步落實

✓ 運輸業者應跨境旅遊需求擴增航空器購置

✓ 部分企業投資需求恐受景氣影響轉趨審慎

✓ 海外需求疲弱

✓ 供應鏈庫存調節持續

✓ 來臺旅客回溫挹注服務輸出

固定投資轉趨審慎

輸出動能略顯疲態

2
註1：(p)表初步統計數，(f)表預測數
註2：橘色虛線係預估若疫後特別預算通過之經濟成長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112年2月22日。

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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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風險

主要國家升息幅度及持續期間 中國疫情反覆與美中爭端發展

地緣政治與歐洲能源危機未解 氣候變遷影響大宗商品價格

•主要國家通膨壓力略有降溫，惟仍偏高

•歐美主要國家央行升息持續期間及幅
度，牽動全球經濟與金融情勢

•中國疫情衝擊家庭收入和消費信心，加以房地
產仍低迷，且外需走弱，添增經濟復甦阻礙

•美中科技戰持續升溫，日本、荷蘭
陸續對中出口管制，全球供應鏈兩
極化發展

•俄烏衝突短期間內不易解決

•歐洲致力能源來源多元化，但是若俄羅斯立即停

止供應天然氣，將嚴重衝擊其產業及民生，並對

通膨構成上行壓力

•全球發生與氣候相關的自然災害頻率
與嚴重程度與日俱增

•大宗商品供給深受氣候變遷影響，恐
加劇價格波動



十面向強化經濟及社會韌性

挹注健保、
勞保基金及
台電

擴大藝文消
費及振興藝
文產業

減輕居住負
擔及提高居
住品質

擴大公共運
輸補貼，減
輕通勤族群
交通負擔

加強照顧弱
勢族群及提
供關懷服務

推動產業及
中小企業升
級轉型

加速擴大
吸引國際
觀光客

強 化 農 業
基礎設施，
照 顧 農 漁
民權益

減輕就學
貸款人之
負擔 普發現金

新 臺 幣
6,000元

減輕人民負擔、穩定民生物價、調整產業體質、維持經濟動能目標

大院已於112年2月21日三讀通過「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條例」，

行政院並於同年2月23日提出特別預算案送請大院審議

穩健邁向疫後復甦打造溫暖堅韌臺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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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推動房地產市場健全發展

租稅面 金融面

落實穩定國內物價－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

◼持續穩定國內能源價格：油價啟動雙平穩機制；天然氣及桶裝瓦斯每月檢討調整；電

價以照顧民生、穩定物價及節約能源三原則進行調控；多元布局能源進口

◼減徵關鍵原物料稅負：已啟動第7波減徵措施，延長至112年6月底

◼嚴查嚴辦壟斷、囤積、哄抬：成立「物價聯合稽查小組」，主動稽查不合理漲價情形

◼穩定農產品原物料價格

◼加強雞蛋調配及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協調業者及國營事業設立平價專區，提供優質平價商品

◼協調推動「健全房地產市場方案」，多管齊下遏止炒作或不合理價量現象

行政面 協助措施

◼「平均地權條例」修法

推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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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方向與重點

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強化供應鏈韌性

提升人力質量

充裕產業所需人才

推動國土建設

落實區域均衡發展

精進施政效能

帶動政府服務躍升

二

三

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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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強化供應鏈韌性

臺灣精準健康

重要執行成果

規劃之精進重點

✓鏈結民主國家之半導體等關鍵 ICT供應鏈

✓擴增資安需求帶動產業發展

✓納入創新生物藥物製造CDMO領域

✓優化風、光電等綠能產業發展環境

✓完備關鍵基礎設施，如確保供電穩定、強化電網韌性、供水穩定等

✓近3年吸引30家國際大廠來臺研發半導體、資通訊等，投資逾1,600億元

✓通過產創條例第10之2條修正案，納入因技術創新且居國際供應鏈地位公
司研發抵減，以及先進製程設備研發投資抵減項目

✓通過產創條例第10之1條修正案，納入資安產品或服務投資抵減項目

✓延長生技條例至120年底，納入精準醫療、再生醫療、CDMO等

✓啟用短期科研探空火箭發射場域，並完成首次發射

✓運用離岸風電產業關聯方案，迄111年底新增離岸風電建廠投資670億元

✓完成盤點15項工業物資現有存量、可使用日份等動態資料

共通基礎

人才雙語 / 數位

法規環境

金融支援

打造亞太
綠能中心

確保關鍵
物資供應

全球精準健康及
科技防疫標竿

世界信賴的
資安系統

貢獻全球繁榮與
安全的數位基地

國防自主及行銷
太空國家品牌

國防及戰略 資訊及數位

資安卓越

綠電及再生能源 民生及戰備

協調精進六大核心戰略產業1

一



8

2 積極推動亞洲・矽谷2.0方案
本會偕同經濟部、交通部、數位發展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等共同推動

創新創業物聯網

約2.05兆

111年物聯網產值

4.83%

全球占比

249案智慧城鄉應用

AIoT輸出88案

如智慧農業(印馬)、空污監測(馬泰)

遠距醫療(越印)

培育2家國際級SI

(皇輝、遠創)

全球首創5G ORAN結合
衛星通訊智慧防災應用

5G整合AR之長照應用

接軌5G國際標準

➢ 成立亞洲第1座O-
RAN 聯 盟 認 證
OTIC實驗室

➢ 發出全球首張O-
RAN認證證書

219家

30.73億

創業天使投資方案 976家

87.34億

新創事業紓困

融資加碼方案

20+家加速器

800+家新創

TTA南北據點

林口高雄新創園

核發6,703張

就業金卡

率領96家優秀新創參與2023美國CES

支持12家生醫新創參與SPH計畫

33家優秀新創參與臺日新創高峰會

促成 9家新創(CoolBitX、FunNow)與日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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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產業創新金融支援3

國家融資保證機制 私募股權基金投資產業

109年11月核定本機制，
至112年2月已通過台
船環海、世紀風電等5
案融資保證申請案，累
計保證總額17.5億元，
另有7案潛在案件洽談
中，總融資金額預估逾
百億

110年6月發布促進私募股權
基金投資產業要點，至112年
2月受理申請4案，已核發資格
函2案，募資總額共計100億
元，投資產業範圍包括 5G
ORAN、AIoT、智慧醫療等，
並已促成4家保險業者參與投
資15億元

國發基金投融資計畫

投資 融資

◼ 合計：投資件數977件、金額1,069.59億元

重大公共建設

綠能設備及服務

綠能建設

PE

資金

六大
五加二
前瞻

◼ 包含：直接投資、投資創業投資事業、專案

投資、創業天使投資方案、投資新創特別股

專案等

◼ 包含：歡迎台商回台投資專案貸款、根留台灣企業

加速投資專案貸款、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貸款、海外

投資融資貸款、協助新創事業紓困融資加碼方案、

其他協助產業政策等貸款

◼ 合計：核貸件數6,630件、金額9,858.5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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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將加速再生能源使用、擴大節能成效、推動運具電氣化，並布局前瞻能源及負碳技術

2.可望帶動4兆民間投資及5.9兆產值，並形成太陽光電、風電、電動車、儲能設備等四大
供應鏈

3.借鏡國際經驗，於邁向淨零過程中同時推動公正轉型，「盡力不遺落任何人」

111年12月28日公布「淨零轉型之階段目標及關鍵戰略」

協調推動淨零轉型戰略行動計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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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APEC倡議

強化歐洲鏈結計畫

臺美數位經濟論壇(DEF) 臺歐盟數位經濟對話(DDE)

臺美21世紀貿易倡議推動加入CPTPP

擴大國際鏈結5

國際組織 臺美合作 臺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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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1年整體可支用經費約為5,265億元
111年截至12月經費達成率為95.69%，創近15年新高

加速推展公共建設

推動國土建設，落實區域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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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進行前瞻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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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期前瞻預算

2

八大建設滾動式檢討

配合淨零轉型(前瞻技術、系統
整合、擴大能量、公正轉型)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一期及第二期
經費達成率分別為88.80%及91.65%

經費執行情況

第三期截至111年12月底止之經費達
成率為94.85 %



加強推動地方創生政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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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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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培力工作站

設 立 運 作 中
74處

公 有 空 間 活 化

核 定 補 助
39處

地 方 創 生 計 畫

已 媒 合 完 成
108
(輔導中58案)

金門縣

連江縣

3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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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花東離島永續發展

花東永續發展基金 離島建設基金

活絡中興新村發展

4

5

◆整體分區

重新界定區域功能，活絡中興新村發展

◼北核心-歷史文化區

◼中核心-休閒生活區

◼南核心-大學城

◆中興新村北、中核心
公有資產活化建設4年計畫

◼優化閒置職務宿舍

◼古蹟及歷史建物修復工程

◼公有設施優化再利用

◼道路改善、路燈建置及公園優化

離島基金112年編列9億元，推動

各離島縣「第六期(112-115年)離

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以朝向離

島永續發展之目標邁進

檢討「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策略計

畫」陳報行政院核定，花東基金

112年編列27億元，積極創造地

方發展機會與活力



推動國土建設，落實區域均衡發展

三 提升人力質量，充裕產業所需人才

16

持續推動雙語政策

提升國人雙語力及數位力

落實推動強化人口及移民政策

1

2

◼ 至112年1月底，外籍專業

人員有效聘僱許可人數已

達53,139人次

◼ 就業金卡107年2月至112

年1月底累計核發6 ,703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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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檢量能擴充

成立行政法人專責推動

提升公務人員英語力

三大政策

六大推動主軸

強化延攬
外國專業人才

擴大吸引及
留用僑外生

積極留用
外國技術人力

◼ 110-111年，核准

副學士以上畢業僑

外生留臺工作之有

效許可人次共計

6,195人

◼ 111年4月底至111年12月底，

已核發外國中階技術人力聘僱

許可2,056人次



四 精進施政效能，帶動政府服務躍升

17

機制

1

2 推動計畫預警及智慧管理

持續推動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

跨系統資料整合機制

優化空間分析功能

資料治理及加值應用

計畫預警及智慧管理

公私協力推動承諾事項

◆ 各承諾事項主政機關秉持公私協力精神與民間共同推動

◆ 111年具體成果，例如：

• 國網中心資料集平臺累計年度造訪超過485萬人次

• 舉行心理健康主題青年好政Let’s Talk 相關會議29場

• 辦理洗錢防制教育訓練720場，計50,655人次參與

辦理獨立評估審查報告

◆ 首次委由國際獨立研究員依
OGP標準，完成「獨立報告
機制」審查報告

◆ 審查結果：研擬過程符合開
放政府共創標準，並有9項
承諾事項具前瞻性

深化培力

辦理開放政府培力工作
坊及線上國際研討會，
推廣政府及民間對於開
放政府認知及行動能
力，並與國際社會交流
實踐經驗



強化現行「行政機關落實個人資料保護執

行聯繫會議」機制功能
事前：強化部會執法能量與提升業者個資防

護能力

事中：精進案件通報與監督程序

事後：落實執法及強化行政檢查等措施

建構法規鬆綁與革新環境3

◼ 逐項盤點美、歐、日、紐澳商會白皮書建言，
邀集商會及主管機關共同研商

◼ 111年已召開13場跨部會協調會議，掌握各項
議題最新進展，並適時向商會具體說明

◼ 自106年10月至111年第4季

累計共1,527項成果

協調部會推動法規鬆綁成果 協處外國商會建言 建立友善經商環境

強化個人資料保護4

18

依據憲判第 13 號判

決意旨及行政院國家
人權行動計畫，朝向
個資保護獨立監督機

關進行規劃

因應各界對於個資
法罰則過低之疑慮，
參考外國立法例就
個資法及相關特別
法有關罰則之規定
進行檢討

策略一 策略二 策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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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政治檔案條例施行後，新增16,029筆政治
檔案；累計於國家檔案資訊網開放271,411筆政
治檔案目錄，提供各界查詢應用

✓ 典藏政治檔案2,741.2公尺
✓ 解密政治檔案99.97%，機密檔案從72,950筆減為

23件
✓ 數位化政治檔案逾1,085萬頁，完成率87.97 %

✓ 以「最大開放、最小限制」為原則
✓ 建置政治檔案應用專區，主動公開去識別化檔案全文

影像逾149萬頁
✓ 累計提供各界應用逾4,540萬頁

移轉(歸)政治檔案

並開放應用

政治檔案解降密
檢討及數位化

主動開放政治檔案

促進政治檔案開放近用5

修正政治檔案條例

✓ 促進政治檔案開放及配合促轉條例修正
✓ 解決政治檔案條例施行迄今，與國家情報工作法等

法律競合，另增訂復查程序，強化爭議審議機制
✓ 計修正7條，2月28日完成預告程序，預定本年3月

陳報行政院審查



結 語

➢ 111年下半年以來，國際經濟持續遭受新冠肺炎疫情、俄烏戰爭及氣候

變遷等影響，牽動臺灣整體經濟環境的變化；展望112年，全球經濟下

行風險仍高，主計總處預估我國經濟成長率為2.12%，考量疫後強化經

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預算施行後，主計總處預估應可

增加0.35-0.45個百分點、全年經濟成長率可達2.5%，本會將會與各部

會合作創造更大的效益。

➢本會將審慎因應國際經貿局勢的變化，加強推動公共建設，持續強化總

體經濟體質，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建立強韌產業供應鏈，深化國際合作

鏈結，以打造更加堅韌的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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