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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焦點

壹、時機與必要

一、推動擴張性財政政策已為時勢所趨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2017年 6月 7日發布之經濟展望報

告，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期將從 2016年的 3.0％溫和上升至 2017年的 3.5％，2018

年會繼續微幅提高至 3.6％。OECD建議，由於貨幣政策效益逐漸減弱，應更積極

地利用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目前不少 OECD國家適度放鬆了財政政策立場，

2017∼ 2018年的財政政策刺激預期將比 2016年所預測的幅度更大。

南韓 2016年 7月宣布追加 11兆韓元（97億美元，約 311億新臺幣）的預

算。除了追加預算，南韓政府也宣布將投入 17兆韓元加碼投資、擴大國營貿易基

金規模，以及透過鼓勵國營企業推動大規模投資來提振內需。日前新任總統文在寅

再追加預算 11.2兆韓元（100億美元），以兌現優先提升就業和所得的承諾。

日本 2016年 8月通過 28兆日圓的「經濟對策」，其中 7兆（約 2.1兆新臺

幣）是以 2016年度追加預算及 2017年年度預算支應，另則透過發行債券及公營

金融機構融資等方式籌措，以加速興建磁浮中央等新幹線及強化震災重建、防災等

計畫。

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提升臺灣競爭力
經濟部次長 龔明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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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川普於 2017年 6月提出 1兆美元（約 30兆新臺幣）的基礎建設投

資法案，未來 10年由聯邦政府投入 2,000億美元，加上地方政府、民間資金，由

公私部門共同推動大規模的基礎建設更新計畫，包含更新道路、橋樑、機場、能源

及網路設施，以提高美國經濟成長，創造百萬個就業機會。

表 全球及主要國家經濟成長率
單位：％

地區別 
OECD IHS Global Insight

2015 2016 2017 2015 2016 2017

全球 3.1 2.9 (2.9) 3.3 (3.2) 2.7 2.5 (2.4) 2.8 (2.8) 

先進經濟體* 2.2 1.7 ( - ) 2.0 ( - ) 2.1 1.7 (1.6) 1.9 (1.9) 

 美國 2.6 1.5 (1.4) 2.3 (2.1) 2.6 1.6 (1.6) 2.3 (2.3) 

 歐元區 2.0 1.7 (1.5) 1.6 (1.4) 2.0 1.7 (1.7) 1.5 (1.4) 

 日本 0.6 0.8 (0.6) 1.0 (0.7) 0.6 1.0 (1.0) 1.1 (1.0) 

新興市場** 3.8 4.0 ( - ) 4.5 ( - ) 3.9 3.8 (3.8) 4.4 (4.4) 

 中國大陸 6.9 6.7 (6.5) 6.4 (6.2) 6.9 6.7 (6.7) 6.5 (6.4) 

註：( )內數字 OECD為 2016年 9月預測值，GI為 2016年 12月預測值，另 2015年各國為官方公布數據；
*OECD數據係指 OECD國家；**OECD數據係指非 OECD國家。

資料來源：1. OECD, OECD Economic Outlook , Nov. 28, 2016
2. IHS Global Insight Inc., World Overview , Jan. 15, 2017

二、臺灣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必要性

近年來，在財政建全的考量下，政府及公營事業投資趨緩，重大公共建設經費

未明顯成長，致未能發揮提振景氣及促進結構改革的效益。根據「世界經濟論壇」

（WEF）「2016-2017全球競爭力報告」，臺灣基礎建設競爭力全球排名第 13名，

落後新加坡、香港、韓國等國，仍有大幅成長空間。此外，在各國網路整備度部

分，WEF評比我國於 2016年排名 19，落後星、韓、日、港等國，並呈現逐年下

降趨勢，顯示我國基礎建設與網路建設都需再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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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資料計算。

圖1 臺灣投資實質成長率（依購買主體別）

另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2017年 IMD世界競爭力年報」（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在 63個受評比國家中，我國排名第 14，在

亞太地區我國排名保持第 3；其中臺灣基礎建設競爭力全球排名第 21名，競爭力

仍有進步空間。

前瞻未來，國家需要新世代的基礎建設，故政府積極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

畫」，著手打造未來 30年國家發展需要的基礎建設，同時希望由政府扮演領頭羊

角色，帶動整體經濟動能，因應國內外新產業，新技術及新生活趨勢，儘速透過擴

大基礎建設推動成果讓全民共享，共同打造新臺灣的未來

投資是未來產出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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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定位及方向

一、定位：投資未來、創造新動能

前瞻基礎建設及軟性建設是支撐「亞洲‧矽谷」、「智慧機械」、「綠能科技」、

「生技醫藥」、「國防」、「新農業」及「循環經濟」等五＋二產業創新，以及達成臺

灣產業願景的基礎。

過去臺灣產業以代工為主，與國家發展願景脫鉤；如今政府推出創新產業政

策，搭配軟性建設如法規鬆綁、留才攬才等配套，加上硬體的前瞻基礎建設，健全

區域規劃、寬頻、水電資源等面向，產業與建設均到位，才能往綠色永續、數位國

家、國際連結等國家發展願景邁進。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IMD（2016）,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16。

圖2 臺港星韓固定投資占GDP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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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方向

前瞻基礎建設之做法將秉持，帶動投資、優化生活、支持創新三方向： 

（一）全面擴大基礎建設投資，驅動內生性成長動能

依據經濟學家 Barro的理論，政府平均購買資本數量需與每人平均資本等比

例增加，才能確保投資行為持續進行。因此，在政府全面擴大基礎建設投資

的情況下，可以驅動內生性成長動能，促進經濟成長。

臺灣過去十幾年來缺乏重大基礎建設投資，民間大型投資也僅於半導體產

業，內需動能薄弱，我國經濟成長只靠「出口」支撐，而「投資」是未來產

出的基礎，在這經濟成長趨緩的時刻，基礎建設計畫絕對是必須。若前瞻基

礎建設順利推動，可連同五＋二產業創新創造出更大的投資動能，並藉由

「出口」和「投資」雙引擎，讓經濟大幅成長。

（二）打造滿足下一世代生活品質所需的基礎建設

推動前瞻基礎建設可連結與整合全臺灣之電（能源）流、資訊流、水流、文

化流，以滿足民眾生活的需求及提供便利性。

圖3 基礎建設是臺灣未來發展的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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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非核家園之目標，必須加速投資再生能源、建設智慧電網，以帶動公民

營企業對再生能源之投資；為因應數位轉型，保障網路公民權，亟待加強數

位化基盤建設及其應用；為因應氣候變遷，國土安全之需求，必須對供水、

排水、防洪等作全面性建設，以強化國土韌性；為提升資源流通效能，縮短

區域落差，亟需便捷完善之公共運輸系統，尤其是軌道建設，以及打造多元

文化、寧適優質的城鄉環境。

（三）扮演支撐下一世代產業創新發展與擴大效益之基礎

推動五＋二產業創新，可藉此帶動新投資，透過資金、技術及人才緊密結

合，進而連結全球，培養國際級企業；同時，以在地需求為起點，結合地區

優勢及發展條件，發展創新產業聚落，以達成提升技術水準、活絡地方經濟

及創造就業機會等效益。

圖4 透過區域串聯，擴大產業創新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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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產業創新研發核心，基本上透過高鐵串連而成，高鐵若未能與在地路

網完善連結，產業效益僅能及於高鐵站附近，無法擴及區域。藉由推動前瞻

基礎建設，可透過區域路網（人流）、金流、資訊流、物流串聯，形成內需商

業活動發展。

叁、計畫目標 

為驅動內生性成長動能，政府著眼未來臺灣經濟發展需求，全面擴大基礎建

設投資，期藉由「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推動，刺激景氣，加速臺灣經濟轉型與升

級，提振國家長期競爭力，為人民勾勒幸福藍圖，並達成下列目標：

一、因應氣候變遷

考慮未來氣候變遷情境及社會發展需求，整合「水質、水量、水生活」三位一

體，不但要解決淹水問題，也提出水資源保育、開發、區域調度、節水技術、伏流

水與再生水利用、無自來水地區改善、老舊水源設施更新、水岸景觀營造等等系統

性建設，將目前脆弱的國土，轉型為能夠防洪、抗旱、減災的宜居環境。

二、促成數位轉型

數位建設係期望在數位科技的快速發展與普及下，積極推動臺灣數位經濟發

展，讓每個人都能透過多元管道享受經濟、方便、安全又貼心的數位服務。為使我

國實現超寬頻網路社會生活、營造智慧國土國際典範，並成為全球數位科技標竿國

家，兼顧產業發展需求及民眾的網路公民權，爰積極推動必要的數位建設項目，包

括強化網路安全、普及寬頻、發展數位內容、深化數位服務及培育數位人才等，整

合數位硬體、軟體，協助臺灣從傳統經濟型態轉型邁入數位經濟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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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成能源轉型

綠能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係以建構能源內需市場，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發展與創

新，目標為將臺灣打造為亞洲綠能產業發展的重要據點。透過該計畫完備綠能產業

基礎建設，如離岸風電產業園區與碼頭、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沙崙綠能科學城

等，藉此吸引國際頂尖廠商來臺投資，並結合本地具潛力的廠商，共同成立最具國

際競爭力的團隊，將有效提升我國產業未來競爭力，建立非核的綠色家園。

四、推動交通轉型

交通部擘劃未來 30年軌道運輸發展願景藍圖，就健全城際軌道系統、穩固都

會軌道基礎服務，及扶植軌道關聯產業與發展軌道科技等三大政策方向，期由強化

軌道與公路系統的整合，並以臺鐵轉型為基礎，提出高鐵臺鐵連結成網、臺鐵升級

及改善東部服務、鐵路立體化或通勤提速、都市推捷運及中南部觀光鐵路等五大推

動主軸，將臺灣交通型態由私人運具轉型為綠色軌道為主，建立安全便利的公共運

輸交通網路。

五、提升人民生活品質

政府這次推動城鄉建設，主要以人民切身有感為核心思考，透過調整、擴大、

加速執行計畫方式，適當投入公共建設來提昇公共環境品質，勾勒人民幸福藍圖。

如親民道路、城鎮新街景、分散型產業用地、校園的社區服務機能、偏遠地區的公

共服務據點、客家美麗風華、原民部落營造、優質體育運動設施等，使全民共享擴

大公共投資效益。

六、改善生養環境及強化社會安全網

因應少子化、食品安全和人才培育等計畫有助於改善生養環境，減緩少子化的

衝擊，並且對民眾的飲食和就業提供安全保障，有助於和諧社會的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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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內容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包含八大建設計畫：建構安全便捷的軌道建設、因應氣

候變遷的水環境建設、促進環境永續的綠能建設、營造智慧國土的數位建設、加強

區域均衡的城鄉建設、因應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食品安全建設，以及人才培

育促進就業建設。各項建設計畫內容與推動策略說明如下：

一、軌道建設

軌道建設以「高鐵、臺鐵連結成網」、「臺鐵升級及改善東部服務」、「鐵路立體

化或通勤提速」、「都市推捷運」及「中南部有觀光鐵路」等五大主軸推動相關重點

建設項目。

圖5 八大前瞻基礎建設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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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建設目的是整合臺鐵和高鐵路網，以發揮最大綜效。其中重點項目包含東

部鐵路雙軌化、南迴鐵路電氣化、臺鐵提速、引進交通智慧化管理及與高鐵、捷運

網路連通。此外，也要將臺鐵功能進一步發揮，如屏東枋寮支線引進類似「Tram-

train」的系統，並將再修建阿里山鐵道、集集支線，進一步延伸拓展觀光文化效益。

二、水環境建設

水環境建設希望供水質與量的穩定、供水網路的建立、排水問題的解決、淹水

地區的改善、並創造生活環境的親水性等。

「水環境建設」計畫，以「水與發展」、「水與安全」及「水與環境」三大建設

主軸，透過跨部會資源對齊新思維、系統調度及智慧管理新技術，結合治水、淨

水、親水新環境與節水循環新產業等措施，營造不缺水、不淹水、喝好水及親近水

的優質水環境，使我們的水環境更具防護力、抵抗力及恢復力。

三、數位建設

數位建設以「寬頻建設暨網路安全」、「寬頻建設」、「內容建設」、「服務建

設」、「人才建設」等五大主軸推動相關重點建設項目。

主要推動策略包括：建構寬頻、超寬頻使用連網流暢性與安全性、網路使用基

本權利獲得基本保障、導入數位型的文化創意和高價值產品、完善智慧城鄉建設及

建立學習環境等。

四、綠能建設

綠能建設以兼顧能源安全、環境永續及綠色經濟為核心，並以節能、儲能、創

能及系統整合為 4大主軸推動相關重點建設項目。

綠能建設最重要的是太陽能、風電及相關研發基地建設，政府希望加速風場和

太陽能電廠的建設，完成能源轉型。另也包括沙崙綠能科學城基礎建設、儲能技術

及示範場域等，讓國內綠能產業在國際市場具長期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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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城鄉建設

城鄉建設目的在於優化生活環境與品質，針對城鄉生活現況，投入公共建設

來營造地區總體環境，促進城鄉均衡發展，並提升公共環境品質。惟因政府資源有

限，必須優先選擇讓民眾有感的項目，才能發揮最大效益，因此依據「投資小、效

益大、工期短、啟動快、人民切身有感」的原則，選擇優先推動方案，包括產業園

區、文化生活圈、公共服務據點增設、原住民及客家臺三線等建設均納入計畫，以

達成經濟發展均衡，讓地方的在地經濟發展更活躍。

六、因應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

為積極改善少子化問題，政府除現行相關政策措施外，亦於「前瞻基礎建設計

畫」中規劃推動「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推動營造友善育兒空間、建構 0∼

2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等計畫，新（擴）建幼兒園園舍，減輕育兒的經濟負擔，提

高國人生養子女意願及女性投入職場比率。

完善的育兒政策，可讓國民在家務與工作間取得平衡，降低家庭養兒育女的各

項負擔，並藉由營造優質生養環境，讓國人更樂於生養下一代，維繫整體國家社會

的永續發展。

七、食品安全建設

為提升我國食品安全把關量能，政府依不同面向於「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規

劃推動「食品安全建設計畫」，目地是在「食安五環」的整體食安政策及行動計畫

之外，額外強化食安把關的機制。落實後將可有效精進我國的食安三大量能：邊境

查驗、地方稽查及中央研發及食安事件的檢驗能力。

主要推動策略包括：強化衛生單位食安稽查及檢驗量能，提升邊境查驗快速通

關管理系統效能，並興建現代化食品藥物國家級實驗大樓，以提升食品藥物檢驗水

準與國際接軌，並健全食品藥物安全管理體系，確保國人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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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

「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是以打造臺灣國際標竿創業聚落為核心，透過吸引

國際人才來臺發展，促進我國青年創業、就業及國際產學研合作交流活動，協助我

國創新創業生態系進一步與國際接軌。

主要推動策略包括：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持續在高職端與技專端培育優質

技術人才，配合區域技術培育中心之建置，提供教學設備共享平台；同時推動重點

產業高階人才培育、年輕學者養成等計畫，以確保人才供應。

伍、預算執行及政策效益

一、預算規模及期程

依據 106年 7月 7日總統公布施行之「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未來 4年

（106年 9月到 110年 8月止）可編列 4,200億元，後續預算及期程，經立法院同

意後，以不超過前期特別預算規模及期程繼續編列。

二、嚴守財政、規劃審議、考核三紀律

（一）嚴守財政紀律

為遵守財政紀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舉債額度限制及控管機制規定如下： 

－流量限制：首次將平均每年總預算和特別預算額度合計納入「公債法」15％

限制規範，建立新典範，確保國家財政健全發展。 

－存量限制：維持現有負債占 GDP34.6％不變，在年度預算維持 2兆元情況

下，仍可維持政府財政穩健。

另在維持財政穩健的原則下，政府確實檢討各計畫經費之合理性，並依據撙

節精神，杜絕浪費及不必要的建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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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審議嚴謹

計畫內容研擬與預算編列將依據相關規定辦理，包括環評、可行性研究、綜

合規劃及選擇與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等，計畫報行政院核定後才會動支

預算。故納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個別計畫，經仔細評估、規劃，陳報

行政院核定後，才會由各計畫主管部會具體執行。

為避免某些建設淪為蚊子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除特定區位之計畫外，

均屬競爭性機制，採取公開透明的評選機制，兼顧區域均衡，不會獨厚某一

特定縣市與區域，只要縣市精選能夠突顯計畫效益的案例，透過公平競爭方

式，中央都會給予支持。

（三）績效滾動檢討

前瞻基礎建設第 1期（106年 9月到 107年 12月）特別預算已於 106年 8

月 31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1,070.7億元，後續各中央執行機關將全力推動前

瞻基礎建設，並協助地方政府落實執行，並廣納各界建議，適時調整計畫之

執行策略。

圖6 嚴守財政紀律，不債留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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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統籌依性質由各該管考權責機關辦理列管，後續也將積極協

調各中央執行機關，於計畫執行中滾動檢討，定期檢核績效，務必落實達成

計畫目標與預期效益。

圖7 計畫嚴謹審議，績效滾動檢討

三、政策效益

從總體經濟觀點，公共投資增加，除具提振景氣及創造就業機會的可量化經濟

效益外，亦可發揮促進產業轉型與升級、完備基礎設施、提升生活品質等不可量化

效益。

（一）可量化效益

前瞻基礎建設特別預算投入後，長期可預期之效益，在 8年後可帶動公民營

企業投資共 1.78兆元，主要來自綠能建設和數位建設。其中，綠能建設最重

要的是太陽能、風電及相關研發基地的建置，預估可帶動 1.43兆元的投資，

政府希望透過風電場的建立，讓相關產業永續經營，另亦包括沙崙綠能科學

城基礎建設、儲能技術及示範驗證等，讓國內綠能產業在國際具長期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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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在數位建設方面，第四次工業革命正要開始，將數位經濟帶入產業，並改

變所有生產型態，讓臺灣不落後其他國家。因此，數位建設以寬頻、超寬頻

使用連網流暢與安全、網路使用者人權獲得基本保障、文化創意和高價值產

品導入產業、導入智慧城鄉建設及建立學習環境為目標，預估可帶動 0.24兆

元的投資。

前瞻基礎建設第 1期（106年 9月到 107年 12月）特別預算投入後，約可

提供 3.2至 3.5萬人年就業機會。若再考量產業發展或工程完工後（如鐵道

完成）所增加的工作機會，以及民間投資增加，預期將可間接帶動更多工作

機會。

（二）不可量化效益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除了可量化之經濟效益外，還包括不可量化效益，如提

供舒適、安全、便利、準點的交通服務，建構安全無虞與防災環境，促成水

資源有效利用及永續經營，全民生活環境品質提升，營造優質生養環境，強

化查驗量能、創造安心食安環境，培養符合時代所需人才，提升國家競爭力

等，這些不可量化的經濟效益尤為卓著。

陸、結語

在全球貨幣政策效果逐漸減弱的趨勢下，臺灣應該更加積極利用財政政策，

推動前瞻基礎建設，並配合五＋二產業創新及軟性建設之結構性改革，提升經濟動

能及國家競爭力。因此，前瞻基礎建設將秉持帶動投資、優化生活、支持創新三

方向；以及嚴守財政、規劃審議、考核三紀律，作為推動前瞻基礎建設準則。國家

發展委員會後續亦將積極協調各中央執行機關，務必達成既定的相關目標與預期效

益。前瞻基礎建設的意義在於創造新的生活方式，以及產業創新發展的新條件，為

下一代打造更美好的臺灣，我們期盼中央與地方攜手、政府與民間共同合作，一起

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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