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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僑外來臺整體投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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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件數 

• 僑外投資條例
(1954~1955) 

• 獎勵投資條例
(1960) 

工業萌芽期 

1952~1965 

工業躍進期 

1966~1979 

產業轉型期 

1980~1999 

創新升級期 

2000~迄今 

• 於高雄設置加工
出口區(1966) 

• 推動十大建設
(1973) 

• 設置新竹科學園區(1980) 
• 解除外匯管制(1987) 
• 僑外投資項目改為負面表列

(1988) 
•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1991) 

• 加入WTO(2002) 
• 開放陸資來臺投資(2009) 
• 產業創新條例(2010) 
• 5+2產業創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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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近10年僑外投資地區與行業分布 

其他, 16.05% 

化學材料製造

業, 1.82% 

電腦、電子產

品及光學製品

製造業, 2.11% 

資訊及通訊傳

播業, 2.32% 

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 

3.59% 

非金屬礦物製

品製造業, 

3.93% 

不動產業, 

4.52% 

機械設備製造

業, 5.52% 

批發及零售業, 

11.73% 

電子零組件製

造業, 17.70% 

金融及保險業, 

30.72% 

近10年僑外投資主要來源地區以荷蘭居首位，占27.77
％)。第二位為加勒比海英國屬地（主要為維京群島及
開曼群島等低稅率地區），占21％。第三位為美國，占
11.96％。 

近10年僑外來台投資從事之行業以金融及保險業居首，
占30.72％。第二位為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占17.7。第
三位為批發及零售業，占11.73％。 

其他, 8.99% 

德國, 1.48% 

馬來西亞, 2.51% 

新加坡, 3.60% 

薩摩亞, 5.04% 

香港, 5.18% 

英國, 5.47% 

日本, 6.99% 

美國, 11.96% 

加勒比海英國屬

地, 21.00% 

荷蘭, 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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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9年6月30日開放陸資來臺投資以來，由於初期開放項目比率偏低，遲至2012年完成第三階段陸資
開放項目之檢討後，投資金額始擴增至美金3.32億元，惟2014年因服貿爭議，陸資投資案件審查趨嚴，
投資金額於2016年減至美金2.48億元。 

• 就投資業別而言，陸資來臺投資以批發及零售業最多，占29.24％；銀行業居次，占10.77%，電子零組
件製造業則排名第三，占10.23%。 

現況：陸資來臺投資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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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軟體服

務業 , 4.34% 

 金屬製品製

造業 , 4.12% 

其他, 11.76% 

行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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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重點地區來臺投資概況 金額單位:百萬美元 

歐盟來臺投資又以荷蘭居首，主要係因其

租稅優惠措施，許多大型併購案多透過荷
蘭來臺投資所致。 

南向國家來臺投資除澳大利亞有大型之銀

行投資案件外，東協地區主要以個人名義
之小型投資案件居多。 

日本為我國主要外資來源國家，惟多數從
事批發零售業、餐飲業等資本需求較低之
行業。 

美國亦為我國主要外資來源國家，其投資
業別亦較多元，包括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資訊產業及服務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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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企業在臺投資布局 

1952 
1970 

1980 

2000 

1962年 
第1家電子業外商 

1962年 
第1家外資藥廠 

1964年 
第1家外資銀行 

1962年 
台灣松下電子 

1956年 

1966年 

1969年 

1970年 

1969年 

1973年來台 
2006年設台灣康寧研發中心 

1973年 
第1家國際快遞 

1984年 
第1家速食店 

1987年 
第1家量販店 

1986年 

1989年來台 
1993年成立默克光電 
2005年設液晶生產暨研發中心 
2013年設新技術研發暨應用中心 

1988年 

1989年 

1991年 

1987年 
第1家外商保險公司 

1992年 

1993年 

2001年來台 
2015年被友達併購 

2006年來台 
2012年設立亞洲資料中心 

澳洲麥格里 
媒體集團 

2005年 

2008年 
台灣農業生技最大投資案 

2004年設研發中心 
2012年併購思源科技 

1994年來台 
2007年台灣升級為亞太全球技術訓練中心 
2015年設立全球半導體設備整建中心 

2003年來台 
2007年成立全球卓越創新中心 
2016年併購漢微科 

1997年來台 
2016年併購華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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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企業在臺投資布局(以淡馬錫為例) 

1. GIC持股9%億豐窗簾 

2. 投資 KKBOX線上音樂串流服務 

壹、淡馬錫(Temasek) 

貳、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 

1. 新加坡淡馬錫公司透過SPV投資台灣星科金朋 

2. 參股英屬維京群島商GORDIAS INVESTMENTS LIMITED公開收購友通 

3. 參股Embedded City公司投資台灣雲川興業公司應募振樺電子27.5%
特別股。 

4. 參股GOGORO 

積極投資於轉型中的亞洲及其他市場，並著重於電信、媒體及
科技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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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臺灣+臺商海外投資布局：整體海外投資趨勢 
臺商海外投資主要集中於加勒比海英國屬地 (占
30%)、美國(占12%)以及新加坡(占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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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陸投資金額 對海外投資金額 對大陸投資所占比重(右軸) 

• 開放對大陸投
資(1990年) 

• 臺幣升值，工資
上升，對外投資
漸多 

• 南向政策 
   (1994年) 

• 開放對大陸直接
投資(2001年) 

• 新南向政策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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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商海外投資布局：行業分布 

金融及保險

業 

46% 

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 

13% 

批發及零售

業 

8% 

基本金屬製

造業 

4% 

電腦、電子

產品及光學

製品製造業 
3% 

化學材料製

造業 

3% 

資訊及通

訊傳播業 

2% 

運輸及倉儲

業 

2% 

紡織業 

2% 

礦業及土石

採取業 

2% 

其他 

15% 

臺商對中國大陸以外之投資以金融及保險業居多，占
46%，其次為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占13%，第三則為批發
及零售業，占8%。 

電子零組件製

造業 

18% 

電腦、電子產

品及光學製品

製造業 
14% 

金融及保險業 

7% 

批發及零售業 

7% 

電力設備製造

業 

6% 

非金屬礦物製

品製造業 

5% 

化學材料製造

業 

5% 

金屬製品製造

業 

4% 

機械設備製造

業 

4% 

塑膠製品製造

業 

3% 

其他 

27% 

臺商在中國大陸之投資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居多，
占18%，其次為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占14%，第三則為金融及保險業與批發及零售業
，兩者均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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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商在國外投資 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 



臺商海外投資布局：代表性臺商(以鴻海集團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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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商海外投資布局：代表性臺商(以台達電為例) 

台達電全球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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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商海外投資布局：代表性臺商(以聯強集團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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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 日本 韓國 臺灣 
主管
機關 

無專司審查外人投資之機關或
機構。 

無專司審查外人投資之機關或
機構。 

韓國知識經濟部、韓國企劃財
政部及外人投資委員會。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主要

適用
法規 

《公司法》、《商業登記法》
及其他相關法令。 

《外匯及外國貿易法》、《關
於對內直接投資等政令》、
《關於對內直接投資等命令》
及其他相關法令。 

《外人投資促進法》、《外人
投資促進法實施令》、《關於
外人投資及技術引進規定》、
《外匯交易法》及《外匯交易
法實施令》等法令。 

《華僑回國投資條例》、《外
國人投資條例》、《僑外投資
負面表列》、《華僑及外國人
投資額審定辦法》及其他相關
法令。 

審查
機制 

原則上外資僅須依法登記，並
依其營業性質取得不同之營業
許可證後，即可於新加坡境內
經商。 

原則上採「事後通知」制度。
但依其行業不同性質或有其他
特殊情事，則須適用「事前通
知」制度。 

外國公司分支機構：採事前通
知制度。 
外人投資公司：依其行業及投
資情形之不同，而分別適用事
前通知、事後通知及事前許可

等制度。 

喬外人來臺投資，無論金額大
小，均須事先申請核准。 

審
查
期
間 

登記程序：一般而言，如資料
準備齊全，登記程序僅需15

分鐘。 
取得營業許可證程序：依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程序，可能

之審查期間為數天至數週不等。 

事後通知制：毋須審查。 
事前通知制：原則上法令規定
為30日，絕大多數案件可於5

個工作日期間內完成審查。 

外國公司分支機構：提出通知
30天日內未做成任何決定時，
視為許可。 
外人投資公司：適用事前許可
制度之審查期間為15天。但

必要時，最多得再延長15天
（以1次為限）。適用通知程
序者，原則上沒有審查期間之
概念。 

非屬限制投資類之投資：2~5
日 
屬限制投資類，或投(增)額逾
新臺幣15億元，或併購案者：
10~20日 

跨國併購案，或異常案件者：
20~60日 

外
資
限
制
措
施 

持股比例上限：大部分受限制
之行業外資持股比例上限為
49%； 

平面媒體業：僅允許由新加坡
公民或公司取得表決權限較高

之管理股份 

持股比例上限：依不同行業，
其外資持股比例上限為五分之
一至三分之一不等。 

就持股比例上限而言，依不同
行業，其外資持股比例上限由
25%至50%不等。 
另外，無線電廣播業、地面波
廣播業及核能發電業等行業為

完全禁止外人投資之行業。 
  

依據「僑外投資負面表列」彙
整之限制僑外投資之業別項目，
主要包括須取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許可者，如農牧業部分
項目、菸草製造等，以及持股

比例上限，如電信業、有線電
視業等。 

現況：星日韓與我國之外資審查制度比較 

13 



每案平均時程： 1.非屬限制投資類，且投(增)資額未逾新臺幣5億元者（特定營業項目須送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審查者，不在此限）：2~4日 

2.非屬限制投資類，且投(增)資額未逾新臺幣15億元者：3~5日 

3.屬限制投資類，或投(增)額逾新臺幣15億元以上，或併購案者：10~20日 

4.跨國併購案，或異常案件者：20~60日 

收文 

分辦 

案件 

審查 

決行 

（組長） 

決行 

（執行秘書） 

繕發 

 

提請委員

會審議 
送請相關目

的事業主管

機關審核 

（0.5日） （2日） 

3＆4. 
15億元以上 
限制投資類 
併購案 

1.非屬限制類且金額未逾新臺幣5億元 

2 . 非 屬 限 制 類 且 金 額 
   未 逾 新 臺 幣 1 5 億 元 

3＆4.送審案件 

4. 
跨國併購案 
異常案件 

（0.5日） 

（3～14日） 

（1日） （0.5日） 

（7～21日） 

2
. 

3＆4. 
3＆4 

1＆2. 

現況：僑外投資申請案件審理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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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案平均時程：25～60日工作天，少數爭議性案件審查時程需再加1~2個月 

收文 

分辦 

案件 

審查 

組長 

 

執行秘書 

 

繕發 

 

提請委員

會審議 

送請相關目

的事業主管

機關審核 

現況：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申請案件審理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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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 

經濟全球化下，各國皆積極利用外人直接投資 (FDI) 帶動經濟發展，依據
UNCTAD 發表2017年世界投資報告，台灣2016年 FDI 流入存量僅占 GDP 比重
14.2%，遠低於世界各國平均之35%。 

1997年後 FDI 流入存量占 已開發國家 GDP 比重逐漸增加，代表跨國公司已轉
向技術及人力素質較佳之先進國家加碼投資；開發中國家的低廉生產要素已非
投資唯一考量。 

FDI 流入存量占 GDP 比重 

問題與分析：我國FDI占GDP比重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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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分析：由影響外人投資之因素觀察 

匯
率 

勞
動

政
策 

促產落日，招商引資
等租稅優惠誘因大幅
縮減 

技職人才流失、
勞動力不足 

環評過程冗長，外
資不願承擔投資風
險 

需與新加坡、中
國大陸等競爭吸
引外資 

匯率升貶可
能影響資金
流向 

2001年起之低
利率致不少外
商保險公司虧
損離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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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案件數 

僑外來臺投資新創事業之件數可反映僑外投資人來臺投資意願及對我國投資環境之看
法。自2009年金融風暴後，僑外來臺新創事業件數逐年成長，顯示僑外投資人對我國投
資環境仍具信心，惟新創事業普遍投資於批發零售、餐飲等服務型產業；未來宜進一步
加強法規鬆綁、改善投資創業環境，吸引創新科技領域之投資。 

1,109 
1,158 

656 

1,177 

1,321 

1,623 
1,683 

1,891 
1,952 

1,909 

1,671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新創投資, 

9% 

投資現有

事業, 29% 
增資, 62% 

投資金額比重 

問題與分析：新創投資件數多，規模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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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外新創投資案件多，但普遍集中於批發零售、餐飲等服務型產業，
未來宜進一步加強法規鬆綁、改善投資創業環境，吸引創新科技領域
之投資；投資現有事業則可能因國內事業經營不善，出售股權予外資 

部分保險、有線電視、電信等行業之外國投資人逐漸轉讓持股。 

近年來中國大陸積極投入海外併購，部分外國投資人因遭陸資併購，
其在臺子公司一併被併購 

問題與分析：由近10年投資案件審查之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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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I - 引進外資、改善投資環境 
                 、發展國內產業 

落實「5+2」產業創新計畫 

適度鬆綁開放法規以引進創新經濟模式，如Uber、Airbnb、行動支付 

改善投資環境 

修正僑外投資條例，原則事後申報、例外事先核准 

積極對外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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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I - 引進外資、改善投資環境 
                 、發展國內產業 

• 強化在技術研發、先進製造及市場拓銷的連結，鼓勵企業布局機械人、
雲端應用、智慧應用、製藥醫材、新能源汽車等新興領域，融入美國產
業價值鏈，厚植創新能量，促進臺灣產業升級。 

• 進一步開放未開放外人投資之服務業項目及創新經濟模式 
– 服務業開放項目，如：運輸(計程車、遊覽車)、教育、醫療、公共建設； 

– 創新經濟模式，如：Uber、Airbnb、行動支付等，應以更開放的心態，或提供更具
彈性的方式對之，創造未來10年台灣服務業另一個翻轉高峰。 

• 由政府協助解決工業區土地供需失衡問題；同時提供穩定之水電供應，

解決工業區周遭基礎建設不足問題，並加強延攬人才。 

• 為簡化現行外國人來臺投資審核程序，吸引外國人來臺投資，提升法規

透明度，並滿足對僑外人投資審查及管理之需要，爰擬具「外國人投資

條例」與「華僑回國投資條例」全盤修正草案，將朝向「原則事後申報

、例外事先核准」修正。 

• 建議招商單位以促進產業發展需求與國際連結、凸顯投資臺灣優勢、完

善服務驅動投資等三大策略，積極對外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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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II - 國際連結、全球布局 

新南向政策 

亞洲矽谷 
台美產業合作推動方案 

台日FTA 

CPTPP 

台歐盟FTA,BIA 
中國大陸布局 
大中華地區布局 

持續關注重要國家政策之進展，並針對個別地區(國家)及產業，搭配我國產業
優勢，擬定差異化的招商策略或產業合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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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II - 國際連結、全球布局 

• 強化新南向政策五大旗艦計畫及三大潛力領域之具體推動內容，並落實
跨部會整合，創造資源整合綜效。 

• 運用及發揮我國醫療、教育、科技、農業等軟實力優勢，強化我國與新
南向國家開展夥伴關係的利基，爭取雙邊或多邊合作機會。 

• 兼顧雙方需求，強化產業與人才的雙向交流與合作，擴大吸引新南向國
家潛力企業來臺投資。 

• 改變過去單打獨鬥模式，以整合資源、優勢互補的思維，聚焦於具有利
基的領域，透過強化國際組織夥伴關係、善用民間組織及台商與僑民網
絡，以及與第三國合作等方式，發揮與新南向國家互惠共利的效益。 

• 積極融入全球區域經濟整合，做好爭取會員支持、法規調整及產業溝通
等各種準備，爭取加入CPTPP。 

• 尋求與重要貿易夥伴洽簽雙邊FTA，或透過簽署BIA、租稅協定等經貿協
定，以及建立產業交流平台等「搭積木」方式，強化與經貿夥伴之雙邊
經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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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恭請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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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僑外投資負面表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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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僑外投資負面表列(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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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僑外投資負面表列(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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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僑外投資負面表列(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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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僑外投資負面表列(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