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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智輝應邀至 貴委員會提出業務報告，深感榮幸！以下

謹就當前經濟環境及本部施政重點做扼要說明，敬請各位 

委員不吝賜教。 

壹、當前經濟環境 

今年全球經濟情勢持續釋出正向訊息，美國與大型新興

經濟體如巴西、印度的強勁復甦表現，克服中國、歐洲內需

疲軟等負面因素，4 月以來，IMF、OECD 等國際組織陸續上

修今年全球經濟成長預測至 2.7%到 3.2%不等。儘管今年預

期全球經濟保持穩定成長態勢，惟俄烏、中東區域等地緣政

治衝突，加上歐盟、美國對中國發動反傾銷調查及關稅壁壘，

以及中國近期祭出的反制措施，均增添全球經濟走向的不確

定性。 

另一方面，美中為首的集團對抗，正在重塑全球政治及

經貿版圖，角力戰場也觸及目前銳不可當的 AI 應用市場。波

士頓顧問公司(BCG)分析，AI 不只可以提升企業 20%生產效

率，也能幫助全球減少 5%至 10%的溫室氣體排放(相當於歐

盟 2022 年排放規模)。另根據全球科技產業研調機構 Omdia

研究顯示，到 2028 年生成式 AI 市場每年年複合成長將高達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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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半導體優勢，再加上資通訊產業供應鏈成熟發

展，都讓台灣在 AI 時代極具競爭力。隨 AI 商機持續發酵，

不僅帶動臺灣今年出口強勁復甦，國內外各大預測機構皆看

好台灣今年的經濟成長重回 3%以上，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

預測達 3.94%。 

貳、經濟施政方向及作為 

面對日益動盪的國際局勢，本部遵循總統揭示創新驅動

的經濟模式、發展五大信賴產業，在半導體矽島的基礎上，

加速促成 AI 產業創新、產業 AI 應用，推動台灣成為人工智

慧之島，並透過數位及淨零雙軸轉型力量，協助中小企業升

級，同時細緻處理供電穩定等民生關切議題，堅定落實 2050

淨零轉型目標。 

台灣已在世界中心站穩腳步，本部將在「境內關外、境

外關內」的創新經濟發展模式下，讓世界走進台灣的同時，

也要延伸台灣經濟國力，透過供應鏈以大帶小的模式，赴海

外設立科技產業園區，帶領中小企業共同拓展國際市場，加

速實現立足台灣、布局全球，打造台灣經濟日不落國的願景。

針對內需部分，以台灣美食、大健康產業及銀髮養生為主要

訴求，帶動服務業附加價值提升，並擴大吸引日本、菲律賓

及越南等亞鄰國家來台消費，將比鄰經濟體擴大為內需市場

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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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絡半導體、AI、次世代通訊信賴產業發展  

在算力等同國力的年代，半導體攸關國家安全、經濟安

全，為鞏固台灣半導體技術領先地位，本部除依據產業創新

條例第 10 條之 2 提供前瞻技術研發的投資抵減之外，將積

極促成國際半導體及 AI 大廠在台研發投資，與國內廠商共

同技術合作，同時要求引進國際人才來台駐點，產學研合作

培育我國高階技術人才。隨著先進製程及封裝需求不斷擴

大，將協助國內業者開發半導體關鍵設備、零組件及材料，

目標於 117 年先進封裝設備自主率(產值)達 25%，半導體材

料自主率(產值)達 35%，另透過跨部會合作推動晶創臺灣方

案，引導國內 IC 設計業者投入 AI、高效能運算、車用等新

興應用領域，擴大台灣半導體生態系的完整性。 

台灣是少數搭上第一波 AI 熱潮的國家，未來 5 年 AI 進

入成長爆發期，必須加速台灣 AI 產業創新、產業 AI 應用，

本部爭取國際大廠免費提供 AI 超級電腦部分算力資源，加

速建構台灣專屬的生成式 AI 核心技術，同時協助業者開發

生成式 AI 應用示範案例，藉此建立生成式 AI 自主研發技

術，實現「AI 產業化」目標；同時攜手產業公協會、國際大

廠、學校及培訓機構，公私協力建構產業 AI 課程，預計至

117 年培育 20 萬名 AI 人才，並整合補助、稅務抵減等政策

工具，輔導企業導入 AI 應用，提升製造業 AI 應用普及率至

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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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及太空產業是未來通往智慧生活應用的主動脈。本部

將補助業者投入發展國產 5G 與次世代通訊系統自主技術，

在台打造 5G 開放網路國際驗測環境，並透過實證場域推動

5G 應用與次世代通訊系統商用化，同時協助開發低軌衛星終

端地面設備通訊模組及大型相位陣列天線技術，爭取切入國

際次世代通訊及中低軌衛星供應鏈。 

二、投資台灣布局全球，打造「經濟日不落國」  

本部以「境內關外」及「境外關內」兩大主軸，對內擴

大投資及消費市場規模，對外帶著台灣製造園區走向世界，

活絡台灣經濟發展。 

在「境內關外」方面，台灣具備半導體、精密機械等完

整產業聚落，國際半導體及 AI 指標大廠都來台尋求供應鏈

合作機會，未來將重點鎖定五大信賴及大健康等產業領域，

加強對外招商引資，針對外資重大投資案件，規劃建立預審

及快速審查機制，提供更便捷的投資環境。同時，「投資台

灣三大方案」規劃延長實施至 116 年，其中「歡迎台商回台

投資方案」將擴大適用至全球台商，持續擴大台灣經濟成長

的動能。 

另為吸引更多外國觀光、商務人士來台消費駐足，本部

著眼於生活、文化習性與台灣相近的日本、菲律賓、越南等

亞鄰國家，型塑 4 億人口的文化生活圈內需市場，規劃邀請

國際百大知名品牌進入台灣，透過免稅條件吸引在台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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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行銷台灣品牌，以台灣美食、大健康產業及銀髮養生為

賣點，輔導國內潛力星級餐廳，4 年內增加至 500 顆星，打

造優質服務業，進而提高薪資水準。 

面對全球經貿走向集團化及區域化的大格局，企業一定

要有走出去搶占市場的能力。本部推動「境外關內」延伸台

灣經濟國力，以供應鏈大帶小模式，結合台灣半導體、AI 等

優勢產業，規劃於重點國家或區域設立科技產業園區，公私

合資成立開發服務公司，與當地洽談合作，爭取租稅優惠措

施，並建置海外單一服務窗口，掌握當地法規與投資資訊，

提供企業建廠到營運全程服務，給予台商海外布局更多支

持。此外，前往 CPTPP 國家或有洽簽雙邊 FTA 協定國家布

局，更可讓台商享受低關稅或零關稅優惠，等同加入區域經

濟整合效果，延伸台商經濟版圖，邁向經濟日不落國目標。 

三、供電穩定為重要任務，持續推動綠能與節能  

本部對於供電穩定相當重視，隨著 AI 投資、雲端運算、

半導體設廠持續增加下，也將務實寬估電力成長，並每年滾

動修正未來 5 至 10 年用電需求，降低電力供需預測誤差。

2025 年以前已規劃新增 7 部燃氣機組共 833 萬瓩，扣除除役

機組 597 萬瓩，供電淨增加 236 萬瓩；其中，豐德 3 號機、

大潭 9 號機、大潭 7 號機及興達新 1 號機陸續上線後，可因

應夏季尖峰用電高峰，並可確保 10 月空污季燃煤機組降載

時的用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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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近期小區域停電事故，台電優先就用電戶數、用電

量成長遠超過饋線成長，以及設備較老舊地區加強風險控

管，重點投入資源、人力，改善配電系統體質，加速修繕及

老舊設備汰換，並透過智慧電網，掌握再生能源併網的運轉

情形，未來持續投入電網強化韌性建設，推動電網系統全面

升級，確保台灣產業及民眾用電穩定無虞。 

為推動深度節能，擴大節能規模，本部加強節能服務業

(ESCO)發展，規劃 ESCO 專案貸款信保制度，以 50 億元信

保額度，增加單一 ESCO 最高 3 億元貸款的信保額度，引導

金融業資金投入節能工作，搭配節能績效保證專案補助及節

能服務團輔導，加速企業落實節能行動。住宅方面，家電汰

舊換新補助推動迄今已補助 201 萬台冷氣、冰箱，促成節電

12 億度；本部將向行政院爭取 4 年(114 年至 117 年)經費，

擴大汰舊換新補助措施，加速老舊低效率設備退場。 

台灣風、光電發展成熟，透過離岸風電區塊開發第二期

選商，協助解決風電業者面臨挑戰，太陽光電屋頂及複合利

用，加快光電布建；同時將加速氫能、地熱、海洋能等前瞻

能源發展，尤其氫能是未來邁向淨零轉型重要橋接能源技術

之一，本部將打造氫能區域中心，由國營企業帶頭進行技術

驗證，擴大產業、運輸及發電領域的氫能應用。 

因應全球 2050 淨零轉型浪潮，及台灣業者加入國際綠

色供應鏈與 RE100 承諾，綠電已經成為台灣產業發展及出口

的關鍵生產要素，預計 2030 年國內業者將迎來第一波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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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綠電需求，本部會持續擴大綠能發展、降低開發成本，同

時透過「統購分銷」機制，滿足企業購買綠電需求；並持續

向社會說明發展綠電對產業的重要性及創造就業機會的效

益。 

非核家園是法定目標，本部全面發展綠電的腳步不變，

維持安全穩定供電是莊嚴承諾，至於核電是否延役涉及修法

議題，目前國內對於核電廠的使用期限、何時除役等步驟，

均於法律中明確規範，本部尊重大院的審議及討論，但可確

保核安、能處理核廢料及有社會共識仍是重要前提，也會持

續關注全球各項核能新技術的發展。 

四、中小企業低碳數位雙軸轉型，活絡新創投資  

中小企業是台灣經濟穩健發展的重要基石，為協助中小

企業因應全球供應鏈重組、AI 及淨零浪潮等挑戰，本部持續

提供綠色永續優惠貸款，協助中小微企業導入雲端解決方案

或生成式 AI 工具，自 112 年起，以疫後特別預算支持傳統

產業及中小企業低碳化、智慧化發展，包括「人培再充電」

提升員工專業技能，專家團隊赴廠諮詢、診斷及輔導，供應

鏈以大帶小合作建構減碳與智慧製造能力；後續搭配產業創

新條例第 10 條之 1 修法，納入 AI 及高效能設備投資抵減，

帶動個別廠商及供應鏈製程朝向低碳化、數位化，並建立碳

管理能力，加速中小企業開啟「第二曲線 (The Second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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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我們會持續培育更多潛力新創，藉由國發基金匡列

100 億元，搭配創投公司、加速器、策略性投資人及中大型

企業創投(CVC)等投資人，共同協助新創及中小企業於成長

過程中取得充足營運資金，並依新創不同發展階段，從協助

籌組團隊，優化商業模式到取得企業合作實績，提供完整培

訓輔導，發掘台灣下世代的隱形冠軍。 

參、結語 

經濟部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活絡台灣經濟與產業發展，

我們會持續壯大台灣半導體生態系，以此為利基，擴散產業

AI 應用，讓台灣在全球 AI 浪潮下站穩領先地位；並藉由以

大帶小模式，擴大台灣供應鏈向海外延伸，同時在滿足未來

產業發展需求下，確保穩定供電，加速綠能多元發展，型塑

台灣良好的投資環境，進而吸引國外人才、資金來台，提升

企業競爭力，讓台灣走出去、世界走進來。 

敬盼各位 委員對於本部施政指正賜教；本會期送請大

院審議的相關議案，亦懇請 委員鼎力支持。敬祝各位 委員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以上報告，敬請 

各位 委員指教。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