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發展委員會 新聞稿

國家發展委員會通過「國家發展計畫(110至 113年)」

發布日期：109 年 7 月 13 日

發布單位：綜合規劃處

國家發展委員會於今(13)日通過「國家發展計畫(110 至

113 年)」(以下簡稱國發計畫)，提出未來四年國家發展策略，

作為政府各部門的施政藍圖，要讓臺灣經濟更亮眼、對人民

照顧更周全、國家更安全。未來四年（110 至 113 年）經濟

成長率設定為平均 2.6%至 3.4%、失業率平均 3.5%至 3.8%及

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率平均 1.0%至 1.5%之總體經濟目

標。國發計畫將於陳報行政院核定後，由各部會分工落實執

行。

國發計畫係秉承總統治國理念與院長施政方針所擘劃，

除積極落實總統交付之「度過疫情、振興經濟、照顧人民、

深化改革、均衡建設」五大任務外，亦就總統就職時所揭櫫

之「產業發展、社會安定、國家安全、民主深化」四大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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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宏觀格局及前瞻視野擘劃國發計畫，為國家永續發展持續

超前部署。

本期「國家發展計畫(110 至 113 年)」秉持「穩定中追

求成長、變局中把握先機」理念，在過去四年所淬煉的成長

動能上，萃取並發展具戰略性與關鍵性的產業項目，同時培

育雙語及數位人才，深化臺灣的競爭新優勢，不僅讓世界看

見臺灣，更要讓臺灣成為全球關鍵角色；在此同時，政府亦

將持續貫徹具效率、會做事的團隊精神，一方面落實防疫新

生活，大力振興經濟，紓解 COVID-19 所帶來的經濟與生活

面衝擊，讓臺灣安度疫情，成為亂世中的福地，另方面持續

並強化對幼兒、長者、年輕人的周延照顧，保障弱勢族群，

以人民所需為先，營造全齡照顧的幸福社會，並全力建設與

守護臺灣，均衡區域發展，塑造韌性永續的樂活家園。

準此，本計畫內容包含前瞻全球大趨勢、中長期課題研

析、總體經濟目標及國家發展策略等四大章節，針對前瞻全

球大趨勢，國發會指出，未來四年，全球重大發展趨勢包括：

美中貿易戰、科技戰及後疫情時代形塑的全球經貿新秩序；

5G、AI等數位科技及數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上升；全球人

口少子女高齡化衝擊經社轉型；能源低碳轉型及氣候變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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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性提高等。

基於上開全球趨勢，國發會並進行中長期課題研析，指

出未來臺灣發展潛存的中長期課題有三大面向，包括在經濟

發展與數位創新方面，因應美中貿易戰、科技戰持續及武漢

肺炎(COVID-19)疫情蔓延，加速國際分工型態轉變與全球價

值鏈重組，及結合數位科技型塑新的產業生態系，政府將加

速產業數位轉型及區域合作，提升國內經濟及產業的韌性；

在社會轉型與所得分配方面，面對智慧化及少子女高齡化衍

生的就業、分配等挑戰，政府將持續強化健康和防疫安全網、

補漏社會安全網及強化社會照顧體系，促進創新、生產力與

分配的平衡；在區域均衡與環境永續方面，追求經濟成長的

同時，兼顧區域均衡發展及環境永續，為現代政府施政之重

要目標，政府將致力建設綠色經濟，一方面因應氣候變遷風

險，降低極端氣候事件的衝擊；另方面將氣候變化納入決策

考量，以實現包容與永續的高品質經濟成長。

植基於上述各項趨勢及課題分析，國發會衡酌國內外經

濟情勢、下行風險及政府積極政策效果，訂定未來四年總體

經濟目標，以作為政府努力的目標，並展現政府積極施政之

決心。根據 IHS Markit 6 月 15 日預測，2021 至 2024 年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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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率平均 2.52%，國發會考量未來四年經濟成長仍潛

存高度不確定性，有必要加碼超前部署，強化政策作為，抵

緩外在風險因素對我國的衝擊。另亟需因應數位經濟發展需

求，積極培育成長新動能(AI、5G 及大數據等)，提升潛在產

出。總體量化評估顯示，在擴大投資及數位轉型等政策效益

帶動下，110 至 113 年平均經濟成長率區間目標介於 2.6%至

3.4%；失業率平均 3.5%至 3.8%；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

率平均 1.0%至 1.5%，做為活絡勞動市場與穩定物價的努力

目標。

同時，配合總統新任期，為延續並擴大既有的建設與改

革成果，國發會除務實訂定未來四年總體目標外，並以四大

政策主軸，持續深耕國家實力，包括：

—數位創新，啟動經濟發展新模式 2.0

政府在 5＋2 產業創新之基礎上，打造六大核心戰略

產業：資訊及數位產業、資安卓越產業、臺灣精準健康戰

略產業、國防及戰略產業、綠電及再生能源產業、民生及

戰備產業，讓臺灣在全球供應鏈扮演關鍵角色；並整備產

業發展所需之人才、資金、法規、品牌等共通性策略，全

力支持六大產業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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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亦持續推動產業創新優化轉型、優化臺灣創業生

態系、發展臺灣成為亞洲企業資金調度及高資產財富管理

中心、打造數位國家智慧島嶼、打造 2030 雙語國家、培

力新世代優質人力，並優化創新金融產業、健全永續財政

結構，以開展嶄新經濟格局。

—安心關懷，營造全齡照顧的幸福社會

政府將全力完善長照服務體系、強化幼兒托育服務、

解決青年低薪與投資青年；同時，政府將落實居住正義、

建構穩定安心生活、深耕文化底蘊與文化力、推升體育運

動發展，以建構安全且可信賴的生活環境。

—人本永續，塑造均衡發展的樂活家園

政府將積極建設人本交通與觀光網，強化前瞻基礎建

設，以及均衡臺灣發展計畫、落實地方創生，促進區域均

衡發展；同時，政府將打造韌性永續樂活家園，以促進人

與環境之共融共存，締造更安全、永續之家園。

—和平互惠，創造世代安居的對外關係

政府將推動國防事務改革，加速不對稱戰力部署，進

行後備動員制度的實質改革及改善部隊管理制度，並落實

國防自主，以維持臺海安全與區域穩定；同時，政府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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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互惠互利精神，持續推展踏實外交、擴大爭取國際參

與、強化對外經貿連結及深化推動新南向政策，以共創印

太區域繁榮發展；另政府推動和平、不挑釁及不冒進的兩

岸政策，堅定捍衛國家主權與臺灣民主，以致力維護臺海

和平穩定現狀。

展望未來，政府將全方位推升臺灣的整體國力，讓經濟

更亮眼、照顧更周全、國家更安全，為人民打造繁榮、包容、

永續與和平兼具的更好國家。

聯絡人：綜合規劃處張惠娟處長

聯絡電話：02-2316-5910

6


	政府在5＋2產業創新之基礎上，打造六大核心戰略產業：資訊及數位產業、資安卓越產業、臺灣精準健康戰略產業、國防及戰略產業、綠電及再生能源產業、民生及戰備產業，讓臺灣在全球供應鏈扮演關鍵角色；並整備產業發展所需之人才、資金、法規、品牌等共通性策略，全力支持六大產業的推動。
	政府亦持續推動產業創新優化轉型、優化臺灣創業生態系、發展臺灣成為亞洲企業資金調度及高資產財富管理中心、打造數位國家智慧島嶼、打造2030雙語國家、培力新世代優質人力，並優化創新金融產業、健全永續財政結構，以開展嶄新經濟格局。
	政府將全力完善長照服務體系、強化幼兒托育服務、解決青年低薪與投資青年；同時，政府將落實居住正義、建構穩定安心生活、深耕文化底蘊與文化力、推升體育運動發展，以建構安全且可信賴的生活環境。
	政府將積極建設人本交通與觀光網，強化前瞻基礎建設，以及均衡臺灣發展計畫、落實地方創生，促進區域均衡發展；同時，政府將打造韌性永續樂活家園，以促進人與環境之共融共存，締造更安全、永續之家園。
	政府將推動國防事務改革，加速不對稱戰力部署，進行後備動員制度的實質改革及改善部隊管理制度，並落實國防自主，以維持臺海安全與區域穩定；同時，政府持續秉持互惠互利精神，持續推展踏實外交、擴大爭取國際參與、強化對外經貿連結及深化推動新南向政策，以共創印太區域繁榮發展；另政府推動和平、不挑釁及不冒進的兩岸政策，堅定捍衛國家主權與臺灣民主，以致力維護臺海和平穩定現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