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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紀實

重要財經政策紀實

保障勞資權益，推動一例一休。勞基法近期研擬修法，105年 6月 27日行

政院召開「行政立法政策協調會報」，勞動部表示民調結果有 8成民眾支持

推動落實週休二日修法，其中 85.6％贊成「一例一休」，高於「週休二例」

的 53％。另考量公眾生活便利，配合國家政策、公益活動等需求，針對旅

遊業、媒體與大眾運輸等特定工作，將在保障勞工權益的前提下，進行通盤

檢視，本案已列為立法院第 9屆第 2會期重大法案之一，將優先進行審議。

建構臺灣智慧機械生態體系，打造全球智慧機械之都。105年 7月 21日行

政院長林全在行政院會聽取經濟部「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報告後表示，

該方案是政府五大創新產業計畫之一，後續應加速整合與導入創新研發能

量，建立並推廣符合市場需求的相關應用知識、經驗與技術服務的價值。經

濟部表示，計畫將連結在地的產、學、研三方能量，強化產學合作，培訓專

業人才，聚焦資源於「長與新的關鍵領域」，加強國際交流並協助拓展外銷。

開拓綠色環保能源，善盡地球公民責任。行政院於 105年 6月 28日成立

「能源及減碳辦公室」，8月 16日召開第一次委員會議，未來會針對能源相

關議題進行研究規劃，並且導入公民力量共同推動。經濟部「太陽光電 2年

推動計畫」、「低壓智慧型電表推動規劃」與「風力發電 4年推動計畫」已自

9月起陸續啟動運作機制，預計 114年我國再生能源發電占比將達 20％，

國發會綜合規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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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太陽光電計畫投資額達新臺幣 912億元，創造 9,120個就業機會；

科技部「沙崙綠能科學城」草案，選定沙崙建置能源產業推動研發中心，連

結在地產、學、研團體，未來將成為綠能發展的重鎮。

擴大投資力道，厚植成長潛能。國內近年來投資趨減，經濟活力下降，為強

化投資動能，105年 8月 25日行政院通過國發會「擴大投資方案」，除成

立 1,000億元規模的「產業創新轉型基金」與「國家級投資公司」外，國營

及泛公股事業也研提相關投資計畫，總經費達新臺幣 3,400億元。經濟部

於 10月 3日辦理「2016年全球招商論壇」，積極擴大國際招商，吸引 66

家廠商表達投資意願，估計未來三年投資金額達新臺幣 1,660億元，創造

15,458個就業機會。

金融三力四挺，推升經濟成長。為提振國內景氣，強化金融支援產業發展

功能，金管會 105年 9月 1日在行政院就「金融挺實體經濟—三力四挺

政策專案」進行報告，運用「資金、智囊、場域」三大資源提供動力，落實

「挺產業、挺創業、挺創新、挺就業」，未來將放寬私募「不動產投資信託

基金」投資開發型不動產上限、辦理金融資產證券化之條件、新增保險業可

投資依「有限合夥法」設立的創投與文創產業，以及同意銀行得以附帶收益

條款分享未來營運成果之方式辦理融資，金管會已擬訂金融科技發展推動計

畫，協助金融產業數位化。

前進新南向，創造互利共贏模式。105年 8月 16日蔡英文總統召開對外經

貿戰略會談，通過「新南向政策綱領」，各部會將推動相關工作，由「行政

院經貿談判辦公室」負責督導執行情形及與各國進行溝通協商，國發會進行

管考作業。行政院政務委員鄧振中 9月 5日在「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記者

會」表示，該計畫之核心理念為核心理念包括長期深耕、多元開展、雙向互

惠，未來將與東協 10國、南亞 6國，以及澳洲與紐西蘭等夥伴國家，在經

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及區域鏈結等四大面向充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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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亞洲矽谷，改善經濟結構。行政院長林全 105年 9月 8日在聽取國

發會「亞洲 • 矽谷方案」報告後表示，桃園具備產業聚落與匯集人才等優

勢，桃園經驗如果成功，對於聚落經濟的形成，以及留才等都有很大幫

助。國發會指出，該方案期程規劃為 105年至 112年，106年度科技部、

經濟部等共編列 113億元經費，包含 57億元的新興計畫，範疇涵蓋網路

通訊建設、電子商務、智慧應用、培育數位人才等面向，結合相關數位經

濟計畫，預估 10年內，我國物聯網經濟商機占全球規模將自 2015年的

3.8％，提升至 5％。

設置經貿談判辦公室，開啟經貿外交動能。行政院「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

室」於 105年 9月 20日正式開始運作，初期除持續參與「世界貿易組織」

（WTO）進行中的「服務貿易協定」（TiSA）及「環境商品協定」（EGA）

兩項談判外，未來將以推動新南向政策及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的準備工作為重心。專責談判辦公室的設立，主要是因應區域經濟

整合與國際經貿合作需要，重整我國談判隊伍，讓談判分工及人力運用更有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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