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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開發服務公司/平台協助設置海外園區

帶著台灣
的製造園區
走向世界

第一步是日本跟新南向國家

聚焦優勢產業 盤點我國優勢產業供應鏈，
掌握供應鏈中小企業海外布局需求(用地、水電)

採公私協力作法 規劃由公股企業或另成立開發服務公司/平台，
服務廠商及協助排除海外投資障礙。

建置海外單一窗口服務 協助廠商加速設廠

提供一元化服務
提供從申設建廠到投資營運全程服務，
包含土地、建築、環保等協處服務。

強化在地鏈結 掌握當地法規與投資資訊，
提供台廠人才、融資、商機等媒合服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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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世界走進台灣
半導體大廠持續投資 

指標外商加碼投資
美光在台投入尖端記憶體開發，    
輝達在台建立亞太第一個AI研發中心，
ASML、科林、應材、東京威力等國
際半導體設備大廠均選擇在台投資。

產業支援度佳
產業聚落完整

包含金屬、化工、精密機械等產業，
供應鏈完整，積累技術經驗，   
有利吸引外資在台建立區域供應廠。

4年米其林500顆星

吸引觀光客
輔導國內具潛力或引進國外星級餐廳，
由目前累積241顆星，4年內增加至
500顆星，吸引更多國際觀光客。

搭配商圈、市場等配套，讓國外商
務人士多留台灣。

發展五大信賴+大健康產業 推動產業智慧化、低碳化，並持續推動半
導體領先、AI創新、接軌國際發展5G 、 6G
與低軌道衛星通訊技術及精準醫療等半導體.AI.次世代通訊.精準醫療是未來吸引投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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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 3.1區塊開發通案展延一年
(降低海事工程障礙)

•擴大採認不可抗力態樣

•產業關聯(國產化)更有彈性

綠電統購分銷

蓋起來．買得到．賣得出去
離岸風電規範放寬

綠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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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泛官股事業售電平台
讓中小型企業也可買再生能源

供應達 億度>
足夠的綠電

900 需求 億度408
節能信保

將擴大信保支持
增加保證成數及額度

．同時施作  
．擴大規模

深度節能



豐德3號機(110萬瓩)

2024 2025

核三1號機(95.1萬瓩)
7/27 

麥寮2號機(60萬瓩)
9/8

上線 除役

興達3.4號機(轉備用)

協和3.4號機+
通霄4.5號機(287萬瓩)

12/31

大潭9號(112萬瓩)

大潭7號機(91.3萬瓩)
興達新1機(130萬瓩)

上線 除役

核三2號機(95.1萬瓩)
5/17 

｜台中新1號機(130萬瓩)
｜興達新2號機(130萬瓩)
｜台中新2號 (130萬瓩)

麥寮3號機(60萬瓩)
9/22

供電有準備

>833.3上線機組 萬瓩 597.2除役機組 萬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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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續上線



電 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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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電設備追不上用電成長！

發電 輸電 配電

輸電線 民生變電所 變壓器 民生用戶
161或69kV/22-11kV 22.8/11.4kV配電饋線 380/220/110V

六都及新竹用戶數與饋線成長趨勢

用戶數

饋線數

11.55％

2.99％

饋
線
數(

條)

用
戶
數(

萬
戶)

改善事故停電 3指標找出風險區域

台電來努力 投入資源人力

• 用電成長
• 設備老化
• 人口成長

• 提早設備更新
• 線路包覆
• 增設民生變電設施

地方要支持 5

有電力設備 才有穩定供電
更新設備 減少跳電電廠夠 不缺電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半導體 AI巨頭 都在台灣
產創10之2：研發投抵已有國內大廠申請
晶創計畫：輔導IC設計業者朝高值化、特殊領域發展
大A+計畫：鼓勵國際大廠設立研發中心

維持領先

推動關鍵設備及材料自主，2028年目標25%及40%
擴大供應鏈

2030年淨增加910萬瓩(不含再生能源)
專案列管新增電源計畫
除役或停機機組轉為安全儲備機組

供電無虞

將呈現於今年公布的全國電力供需報告
因應AI浪潮寬估電力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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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夠不夠? 要不要用核電?
電是夠的，今年夏天、10月減煤調度，
台電已做好準備，下線的機組，都有新
機組上線遞補。

未來台灣也不缺電，但需要持續支持電
廠建設，來提升供電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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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跟產業最重視是電一定要夠。

每一種電都有人反對，但每個人都要用電。

核電現在有法規限制，也要重視核能安全
跟核廢處理。

我個人沒有預設任何立場，對經濟部執行
單位來說，要可行、要安全、要有共識。



核能可以成為綠能？
核廢料能處理？ AI用電
核電是乾淨能源(clean energy），    
但RE100規範的綠電（Renewable energy）不包括核電。

核廢料如果能有永久儲存的方式，當然是好事。台
電參照的對象是同樣有地震的日本，並與日本合作，
共同研究核廢料永久處理。

核廢處理最重要的第一步是，盡速完成核一核二以
及未來的核三乾式貯存，我沒有包袱也沒有預設立
場，願意跟跨黨派、各縣市都來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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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要求能源署，於今年「長期
電力供需報告」中寬估AI相關
產業用電，包含伺服器、相應
半導體投資、資料中心等成長
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