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 

中小企業發展面臨問題 
與因應對策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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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施政目標： 

營造精實、兼容、
強盛、繁榮的中
小企業發展環境 

II. 眼前面臨的挑戰  

發展概況、政策、組織、困境 

升級轉型必須克服的重要課題 

III. 五大因應對策 

願景與打造精實強盛的中小企業 

IV. 結語 
 推動中小企業發展．成長 

I. 中小企業現況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 

中小企業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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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小企業140.8萬家，其中中小型民生服務業家數約占68.5%，以
批發及零售業居多，約占48%，其次為住宿及餐飲業，約占10.7%。製造
業家數約占10.2%。 

註：1.七成八為5人以下微型企業 
        2.根據100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5人以下微型企業家數為945,338家，占比約為79.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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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業 

支援服務業 

用水供應及汙染整治業 

住宿及餐飲業 

批發及零售業 

其他服務業 

金融及保險業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教育服務業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農、林、漁、牧業 

運輸及倉儲業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製造業 

營造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

業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新臺幣兆元) 

 產業別 

中小型 
民生服務業 

中小型
製造業 

4兆3,385億元 

4兆707億元 

1兆4,172億元 

4,423億元 
1,25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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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創新就業分配為核心，連結在地國際未來 

協助投融資措施 創育產業生態系 SBIR創新補助 強化國際連結 

中小企業當前政策重點 

城鄉特色產業園區 地方特色產業發展 提升科技運用能力 法規調適及條例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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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協力推動組織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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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中小企業處 

信保基金 聯輔中心 

各縣市 
中小企協(20) 

各縣市 
工業會(25) 

各縣市 
商業會(25) 

中小企業總會 

全國青創總會 

各縣市 
榮協會(19) 

        企業志工1001人 

        律師148人 

        會計師167人 

各縣市政府中小企業服務中心(20) 

各縣市 
青創會(23) 

研究法人 
產業 
公協會 

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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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II. 眼前面臨的挑戰  

升級轉型必須克服的重要課題 

III. 五大因應對策 

IV. 結語 
 推動中小企業發展．成長 

I. 中小企業大未來 

施政目標： 

營造精實、兼容、
強盛、繁榮的中小
企業發展環境 

願景與打造精實強盛的中小企業 

發展概況、政策、組織、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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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面臨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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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出口貢獻度 

持續下滑 
 

由56.8% 20.0% 
  (1990年)       (2000年) 

 15.0% 
(2016年) 

 
 

 
與大企業相比，研發經費

占比不斷減少 

 

由0.29倍 0.2倍 0.15倍 

(2001年)        (2010年)         (2015年) 

 
 

與大企業相比，20年來中小企業平均
薪資始終不及大型企業的80% 

 

0.69倍  0.77倍  0.79倍 
(1990年)          (2000年)           (2015年) 

 
 

人均生產力 

平均薪資 

研發經費 

生產 銷售 服務 研發 出口 

出口貢獻度 

營業淨利 

中小企業每年營業淨利皆低於大企業 

                    中小企業         大企業 

1990年 -3.06%  <  4.15% 

2000年   1.25 % <  2.03% 

2015年   2.94 % <  5.39% 

20多年來，中小企業人均生
產力(註)遲遲無法突破200萬元 

 

0.63 1.02 1.34百萬  
(1990年)        (2000年)       (2016年) 

 
大企業2016年時已達1,854萬元 

  

註1: 此處人均生產力=銷售額/就業人數 

註2: 中小企業出口貢獻因1990年至今之中小企業定義有所變動及統計資料來源有所不同，比較時需注意。 

註3:研發經費2015年中小型製造業研發經費為大型製造業研發經費的0.13 倍；中小型服務業研發經費為大型服務業研發經費的0.30倍。 

註4:人均生產力2016年中小型製造業為1.86百萬元；中小型服務業為1.20百萬元。              註5:出口貢獻2016年中小型製造業為10.32%；中小型服務業為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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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問題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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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總會 
林慧瑛理事長 

中小企業盼政府關愛！ 

五缺之外，還多了3缺！ 

缺資金、缺通路、缺輔導 

 中小企業人均生產力無

法突破200萬元 

 中小企業每年營業淨利

僅2.94%，低於大企業 

生產力與獲利率 創新研發能力 

 社會企業缺乏行

銷通路 

 女性與微型企業

缺乏人才、資金 

 城鄉差距擴大 

包容發展 

 國內市場小 

 國際市場拓銷不易/直

接出口比例降低 

 缺乏專業人才挹注 

 企業接班意願低 

 數位能力弱，一般業者採

用科技程度低、電商平台

多元難選擇、自設電子商

務門檻高 

 循環經濟設計力低 

 體驗經濟場域不足 

經營傳承 

轉型能力 

國際市場拓銷 

財務融通 

 銀行對新興產業及新創企

業融資趨於保守 

 民間創投對早期階段/偏

鄉地區投資動能不足 

 微中小企業因規模小，不

受銀行青睞 

 研發投入較為不足 

 創新商業模式易被模仿 

 缺乏跨域整合式創新 

就業環境 

 與大企業相比，20

年來中小企業平均

薪資始終不及大型

企業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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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新經濟驅動力形塑全球新局 

國際新經濟浪潮襲來，數位、循環、及體驗經濟已成為形塑中小企業

未來樣貌的三股重要力量。 

人口結構分佈不均 

生活型態智慧轉型 

新興國家勢力增長 

市場需求面變革 

環境供給面變革 

跨域科技整合匯流 

開放研發創新網絡 

環境與能資源變遷 

國際宏觀趨勢 

• 行動應用、社群網路 

• 電子商務、共享經濟 

• O2O與全通路整合 

• 智慧聯網、大數據、區塊鏈
等跨領域科技整合興起 

• Maker自造者運動 

• 服務委外、技術交易 

• 跨國跨界創新生態系 

• 能源危機 

• 資源爭奪 

• 綠色環保、精實製造 

• 高齡化、少子化 

• 城市人口快速增加 

• 女性、青年投入參與創新發展 

• 新興經濟體成長迅速 

• 區域經濟成為主流 

• 新興中產階級崛起 

數位經濟 

體驗經濟 

循環經濟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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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8萬家 

881萬就業人口 
(占78.19%) 

中小型製造業
家數占10.2% 

中小型民生服
務業占68.5% 

中小型營造業
8.6% 

中小企業整體概況 

9.5萬家 
(2016年) 

1.5~2千家創新
型事業(占1~2%) 

新創及微型企業概況 

中小企業大未來 – 價值創新轉型 

搭配三大驅動力帶來的新市場動能，中小企業必須從販售產品/服務

轉型為提供美好體驗與情緒感受的價值供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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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感受 
Emotion 

美好體驗 
Experiences 

服務情境 
Service 

產品/系統 
Goods/System 

商品 
Commodity 

微型企業 水鳳凰設計有限公司 

 首家結合文化時尚與工藝珠寶品牌 
 第7屆新創事業獎 – 微企組優質獎 

新創企業 AirSig 

 空 中 簽 名 技 術 獲 APEC 

Challenge 2014新創競賽首獎 

 鴻海投資200萬美元，市值突
破2,000萬美元 

新創企業/民生服務業 KKDay 

 提供橫跨53個國家174座城市，
超過6,000種獨特旅遊體驗行程 

中型企業/高成長企業 歐萊德 

 第一批碳足跡標籤與碳中和宣告 
 亞洲第一座綠色化妝品工廠 
 全球第一個結合企業社會責任之

電商行為準則 

中型企業/傳統產業 樹德企業 

 所有產品100%可回收循環 
 持續研發再生環保材料 
 進入全球百大品牌，外銷70

多國 

數
位
經
濟 

體
驗
經
濟 

循
環
經
濟 

價值轉型路徑 

94.5萬家 
微型企業 
(民國100年 
工商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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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施政目標： 

營造精實、兼容、
強盛、繁榮的中小
企業發展環境 

II. 眼前面臨的挑戰  

升級轉型必須克服的重要課題 

III. 五大因應對策 

IV. 結語 
 推動中小企業發展．成長 

I. 中小企業大未來 

願景與打造精實強盛的中小企業 

發展概況、政策、組織、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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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扶助 

城鄉創生 

國際鏈結 

新南向戰略 

低所得 

出口型 
製造業 中所得 

高所得 

中高所得 

中低所得 

高值型 
服務業 

民生型 
服務業 

內需型 
製造業 

重振中小企業在經濟發展中的活力 

法規鬆綁 

技術力提升 

設計力提升 

生產力提升 

貿易協定 

數位轉型 

體驗設計 

平台經濟 

包容成長 五
缺 

經濟與所得共同成長螺旋關係圖 

絕大多數 
屬中小企業 

產業供應鏈 
競爭力關鍵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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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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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精實、兼容、
強盛、繁榮的中小
企業發展環境 

孕育高值創新 
企業的最佳搖籃 

容納地方產業 
多元風貌的調色盤 加速企業國際化

的發展基盤 

精實 強盛 

中小型製造業 

創新研發 智慧生產 

兼容 繁榮 

中小型民生服務業 

在地有感 智慧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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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因應對策 

對策一、振興內需型中小企業活力 

對策二、強化外銷型中小企業競爭力 

 聚焦民生服務業，推動提升數位感質體驗力計畫 

 智慧化普及加速轉型，強化微型中小企業發展韌性 

 推動城鄉產業轉型，活化地方創生能量 

 推動製造業新5S智慧製造計畫，整體提升生產力及創新力 

 適度提供智慧自動化設備及人才培育租稅誘因 

 鼓勵地方政府設置小型平價產業園區 

 提高出口貸款信保額度，並開辦專供中小企業出口之專案貸款 

 協助中小企業建立運用國際電商(如Amazon)或國際徵信機構(如
鄧白氏）大數據平台能量，建立數位出口拓銷能力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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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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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五、設立中小企業成長支援中心 

 各國中小企業機構均在地方設置官方服務網路，我國則倚賴民間榮
指員、青創會、中小企協、工業會、商業會等組織 

 除透過民間力量外，宜整合專業團隊設立成長支援中心，提供數位
、循環與體驗轉型、世代傳承、創新創價、財務支援等諮詢與服務 

對策三、加大創新研發經費投入力度 

 推動新型態SBIR計畫，強化產業自體創新能量 

 以工研院及產業技術法人能量為核心，建構亞洲最大技術加速器 

對策四、啟動｢Taiwan + 」行動計畫，擴大國際市場空間 

 推動雙邊合作，連結新技術提升產業價值，共同進軍新市場 

 研究適合海外發展基地與據點，集結政府與民間力量爭取優惠條件 

 運用亞太經合會(APEC)及亞洲生產力組織(APO)等平台，增加中小
企業能見度，並鏈結相關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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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興 
內需型中小企業活力 

五大因應對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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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民生服務業範疇與重要性 

 範疇及占比：與民眾生活中的食衣住行息息相關，且家數高達約96萬家
，占整體中小企業比重高達68.5% 

 就業貢獻高：2016年提供超過356萬就業人數(占40.5%)，且年新設家
數6萬8千家超過7成屬此產業，更顯對就業與創業的重要性 

 景氣溫度計：國發會的景氣同時指標包含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
顯示中小型民生服務業變化與景氣息息相關，是民眾最有感的產業 

資料來源： 《 2017 中小企業白皮書》 

批發及零售業 

48.4% 

住宿及餐飲業 

10.7% 

資訊及通訊傳播

業1.4% 

支援服務業 

2.1% 

其他服務業 

5.9% 

中小型民生服務業範疇及占比 

批發及零售業 住宿及餐飲業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支援服務業 其他服務業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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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產業議題 

因應產業創新轉型之智慧化人才不足 
平均雇用6位正職員工，無暇培育智慧化人才 
中小型民生服務業年平均IT投資金額低於百萬 

企業本身智慧化能力不足 
中小型民生服務業者缺乏智慧化轉型能力 
僅20%的企業有導入e化人資系統 

勞動力不足、小本經營，資金短缺 
勞動力有10.3萬空缺數、年減18萬工作人口 
6成以上為新創企業、4成以上為中小企業 

國際行銷管道能量不足 
服務貿易出口不到全球1% 
僅1成的連鎖企業有拓展海外的經驗 

民生服務業面臨問題 

小老闆的心聲 

我想要讓店鋪有智慧化的迎

賓服務，但不知道找誰幫我

。 
賺的錢扣掉成本，僅剩維持

生活，沒錢創新改善。 

懂產品又懂網紅直播銷售的

人去哪兒找。苦惱! 

越南旅客超愛我們家的陶器

茶壺，該怎麼賣到越南。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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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品牌陸續進入臺灣，
本土業者再不轉型，勢必
面臨客源流失、不易找到
人才、營運不佳等問題，
最終被淘汰… 

輕科技微行銷 

員工訓練充足、技能多、時薪高 

導入科技，繁瑣性工作得以有效處理 

品牌形象及員工價值提升 

傳統眼鏡業 智慧化眼鏡業 
月薪31,000起 

民生服務業智慧化新樣貌 

臺灣月薪36,000~60,000 

新科技鏡片加工機器
，從驗光到加工鏡片

僅需20分鐘 

可在網路商店依功能
需求、度數等客製化

眼鏡 

19 

民生服務業智慧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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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民生服務業數位感質體驗力計畫 

20 

智慧化 
五大元素 

程式溝通介面(API/SDK ) 

資料庫 
資料
介接 

智慧行銷共通模組 

如：影音串流、VR/AR、聊
天機器人、人流辨識… 

智慧管理共通模組 

如：近場感知、生物認證、
GPS定位、路線規劃… 

智慧商務共通模組 

如：安全認證、電子支付
介接、購物車模組… 

願景：建構中小型民生服務業創新與智慧化共通方案，加速
產業升級，帶動國內經濟與提升生活品質 

三
大
策
略 

智慧化普及 
加速產業轉型 

厚植智慧化能量 
培力產業人才 

優質體驗服務 
擴散國際效益 

行銷力 體驗力 科技力 品質力 永續力 

整合中小型民生服務業需求，發展一般性智慧化共通模組/平台，配合三大策略，協助產業智慧化 

策略一 策略二 策略三 

社
群
行
銷 

VR
展
示 

會
員
辨
識 

智慧 
小店 

直
播
服
務 

全通路 
商務 

聯
合
採
購 

彈性
工時
管理 

物流路 
徑排程 

跨境 
電商 

跨
螢
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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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 
外銷型中小企業競爭力 

五大因應對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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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製造業重要性與主要面臨問題 

重要性高： 

家數占比高：在全球供應鏈扮演重要角色，約14萬3千家，占全體製造業的96% 

穩定就業人口：近三年來穩定提供維持約219萬就業人數，占全體製造業72%，具
有穩定就業的力量 

拓展市場尖兵：中小型製造業占我國總體製造業銷售額近30%，出口額占15.4%，
近三年並呈現成長走勢，是創造產值與連結國際市場的重要產業 

主要面臨問題 

五缺議題：水、電問題對中小企業影響較為輕微 

 缺地：中小企業用地面積雖小，但對價格及區位之敏感度更高，為便於取得勞
動力，多期待位於生活圈周遭，產業用地面臨轉型與重新運用，包含防治污染
與土地分區使用等問題。 

 缺人才：中小企業在高階人才的選訓留用上不易與大企業競爭，中低階人才則
面臨學用落差所導致培訓成本較高問題。 

 缺人力：經營與從業人員平均年齡偏高等問題。 

產業議題： 

 創新研發投入低、生產環境待改善、二代接班傳承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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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小企業製造業一直是帶動臺灣產業高值化的主要驅動力。 
2.推動新5S(永續傳承Sustainable inheritance、技藝淬煉Skill refined、智慧生產

Smart production、協同創新Synergistic innovation、共享價值Shared Value)思維
觀念，導入數位及智慧生產，打造精實強盛的中小型製造業，成為創造就業與財富的穩
定力量 

說
明 

                  利元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苗栗縣頭份市田寮里蘆竹
路309巷12號 

•負責人：陳木聰 
•資本額：新台幣2百萬元 
•員工數：20 人 
•產品：粉末冶金電腦風扇軸承、
精密微型軸承 

辛苦、危險、骯髒的作業環境 

燒結製程高溫危險、 
高粉塵飛散工作環境 

高品質/價值 
精密產品 

導入高精度模具及數位溫壓控制，
開發高精密客製軸承/齒輪零組件 

傳統經營模式無法於新經濟時代持續成長 

倚賴資本設備投入，專業技能累積緩慢 

多數生產資源分散而停留在1.0/2.0階段 

傳統群聚無法因應使用者為中心的創新需求 

發
展
缺
口 

策
略
作
法 

推動目標：佈建新世代產業創新基盤，打造未來新5S智造國度 

製造業未及時升級轉型，優質就業創造不足 

永續傳承Sustainable inheritance ： 
    二代接班及企業傳承導入新營運模式 
技藝淬煉Skill refined ： 
    以專業技能及友善職場形塑新匠人職涯 
智慧生產Smart production ： 
    以數位轉型及智慧製造打造隱形冠軍 
協同創新Synergistic innovation ： 
    以群聚及區域資源籌組跨域生態系 
共享價值Shared Value ： 
    以服務加值及創新作法帶動有感經濟 

案
例
說
明 

中小型製造業新5S智慧製造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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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4.0 

技術創新 

工業4.0 

製程創新 

商業4.0 

產品/服務創新 研發部門 

製造部門 

行銷部門 

轉型
技能 

數位：IoTs、Big Data、AR/VR、AI、FinTec… 

循環：綠色設計、3R、分享平台… 

體驗︰文創設計、品牌發展、故事體驗 

 規模化 

海外擴張 

 工業3.0 

 工業2.0 

 工業1.0 

 高值化 

海外擴張 

歐、美、日 

開發中國家 

國家創新系統 

 

開放創新 

 

技職教育 

 

國際人才環境 

 

Etc. 

國際貿易協定 

 

海外發展基地 

 

跨國電商平台 

 

Etc. 

適當規模約在500人以下 

具國際競爭力中小型製造業圖像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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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 
創新研發經費投入力度 

五大因應對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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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研發投入偏低且比例逐年衰退 

26 

105年度企業部門創新研發經費 
95~105年度 

大型與中小企業創新研發經費比例變化趨勢 

21.51 19.49 21.40  18.40  19.76 17.03 16.47 15.99 16.46 
13.10  12.60  

78.49 80.51 78.60  81.60  80.24 82.97 83.53 84.01 83.54 
86.90  87.4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中小企業 大企業 

以105年度為例，全國創新研發經費中，

企業部門投入研發經費為4,199.9億元，占

全國77.6% 

其中，中小企業家數達到 140.83萬家

(97.7%)，總投入研發經費約529.2億元

(12.6%)；大型企業家數僅為3.26萬家，總

投入研發經費則達到3,670.7億元(87.4%) 

 中小企業佔企業部門投入研發經費比例逐

年下降(21.51%12.60%) ，而大型企業則

為逐年提升(78.49% 87.40%) ，反映出大

型與中小企業研發投資明顯失衡。 

大型企業 
3,670.7億元 

87.4% 

中小企業 
529.2億元 

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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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IR核定經費呈逐年下降，急需政策加碼 

(決算數 ; 千元) 

(年度) 

27 

 SBIR經費近年平均每年經費縮減幅度高達8%以上，主要原因為(1)科技預算延續性計
畫每年調降及 (2)立法院歲出入預算平衡統刪。 

 短期內急需政策加碼，長期宜仿照美日等國SBIR制度，以法律定位保障SBIR經費(註) 

 
※

爭
取
政
策
加
碼
挹
注 

地方型SBIR 

政策加碼 

ECFA 

政策加碼 

新一代 

SBIR 

註：美國SBIR預算係於《中小企業創新發展法》明定由聯邦各部會有編列研發預算者，每年至少提
撥研發經費2.9%給SBA執行。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 

精實創業。前瞻創新 

新型態SBIR計畫特色與補助規劃 

創業型SBIR 

創意 
海選 

(Stage 1) 

創新 
擇優 

創業 
拔尖 

(Stage 2) (Stage 3) 

獎新創 

海選獎助新創
公司研提創業
營運構想書
(BP) 

擇優補助創新 
研發產品達成 
最小可行性(MVP) 

拔尖投資具商  
業化/高成長潛
力新創公司(計畫) 

創新型SBIR 

5+2 

產業創新 

技術 

淬鍊 

生態 

共創 
開發符合5+2
產業創新政策
之產品與服務 

開發關鍵零組件
/高階製程設備/
高值產品系統 

扶新興     連國際     造生態    

開發嶄新服務類  
型/新興經營模式  
/商業應用特色 

中央地方 

攜手 
地方協同落實5+2
產業創新政策及   
強化3大經濟驅動力 

時程 

金額 

6~24個月 

60~560萬元/案 

12~24個月 

500~2000萬元/案 

6~12個月 

20萬元/案 

配套 
措施 

導師育成 媒合創投 共同空間 研究服務 場域驗證 智權顧問 

促攜手 

(另行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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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因應對策 

啟動 
｢TAIWAN+」行動計畫， 
擴大國際市場空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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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協助中小企業海外落地經驗 

1.透過委員會篩選有潛力投資個案 

2.投資後進行管理輔導 

3.連結海外單位(大使館、JETRO海外日本精品街

、大型購物商等) 

4.上軌道後退場，建立自主營運模式 

5.設立Japan Square等地方食品、工藝品與文化

產品之電子商務平臺 

日本（Cool Japan） 

1.數位發展局和阿里巴巴集團簽定戰略合作協定

，於吉隆坡航空城打造首座中國境外世界電子

商務平台（Ewtp），建立「數位自由貿易區

」，預計創造6萬工作機會 

2.解決跨境通關障礙 

3.挑選1500家中小企業進駐阿里平台 

馬來西亞 

1.新加坡政府五年投入六千四百萬美元成立「亞

洲消費者研究中心」 (Institute of Asian 

Consumer Insight，簡稱ACI) 

2.建立亞太地區消費行為與市場研究之Big data

分析能量 

3.與國內商管學院合作培育市場行銷人才 

4.推出「99%SME運動」，推動5000家中小企業

進入電商平台銷售計畫 

5.免費廣告，提供10萬新幣宣傳；同時，行銷專

業人才，前6個月補助90%薪資 

新加坡 

依據市場特性策略性篩選產品 

建
立
市
場
知
識
與
人
才
培
育
平
臺 

依
市
場
特
性
選
定
最
有
利
通
路 

資料來源：參酌台灣經濟研究院（2017）「O2O商業模式與跨境電商之發展契機─新馬泰印」PPT.2017.7 

1.鼓勵電視購物業者進軍東南亞市場併購電視頻
道 

2.補助電視購物業者協助中小企業對東南亞拓銷 

3.已創造500萬美元左右的業績 

4.持續與樂天、Wallmart等歐美通路商合作開
設韓國中小企業產品專賣區與促銷活動 

          韓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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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共享工廠協助中小企業海外生產擴展商機 

買家 Suppliers 

國外生產所需的最少資源 

以最少的資源拓展國外市場 

銷售 
當地採購 

由當地工廠製作，符合品質的產品 

當地工廠製品能達到要求的品質 

全球擴點 

供應商 

利用共享 
智慧工廠服務 

 當供應鏈擴展海外市場時，中小企業因資金或管理等，對海外拓展躊躇不前 

 應用IT互聯網技術，提供生產、採購、商流等共享服務、降低中小企業赴海外
投資及生產相關成本，將可快速進行海外擴展，同時進行市場評估 

 共享工廠可以提供 

 在國外設立工廠與設備維護等，協助每日營運必備的業務 

 會計、財務、總務、人事、公司福利、資訊等，協助國外工廠後勤工作 

 製造與物流、成品的販賣等代為執行國外製造的核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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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因應對策 

設立 
中小企業成長支援中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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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
成長支援
中心 

政府
機構 

經紀人
平台 

中小
企業 

資源 
誘因 

提供創投標的、管顧與智財
專業團隊服務案源 

成長
路徑 

提供中小企業數位科技應用
趨勢，協助擘劃策略方針 

創新
試驗 

導引建構創新場域，運用創新
法規沙盒，營造友善創新環境 

資源 
整合 

協助媒合中小企業與服務團隊
，創造政府、中小企業與專業
團隊三贏局面 

以獎勵誘發投入 以補助降低門檻 以輔導提升能量 

中小企業成長支援中心推動架構 

專業團隊 需求缺口 

提升生產力 

強化創價力 

傳承新世代 

融入新經濟 

新創投資 

管理顧問 

法律智財 

信保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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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施政目標： 

營造精實、兼
容、強盛、繁榮
的中小企業發展
環境 

II. 眼前面臨的挑戰  

升級轉型必須克服的重要課題 

III. 五大因應對策 

IV. 結語 
 推動中小企業發展．成長 

I. 中小企業大未來 

願景與打造精實強盛的中小企業 

發展概況、政策、組織、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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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中小企業研發投入較不足、轉型能力較弱、國際市場拓銷

不易，加上未來面對碳排放限制、產業用地不足、貿易協

定等大環境課題，大企業相對有能力透過海外擴張舒緩其

經營壓力，惟中小企業將面臨更為嚴峻之挑戰 

中小企業輔導宜先聚焦於民生服務業及製造業兩個代表性

業別，其相關輔導經驗可擴散至其他業別 

我國中小企業發展預算相對不足，尤其中小企業發展基金

即將告罄，未來將持續爭取資源，提升中小企業創新力及

競爭力，期營造精實、兼容、強盛、繁榮的中小企業發展

環境，促使更多中小企業躍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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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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