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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Ｘ
台灣經濟發展台灣經濟發展歷程

採行務實、彈性的政府政策，強調社會與政治安定的提升，以及外貿導向的發
展策略。

這過程中台灣面對不同的發展瓶頸與挑戰，政府皆能適時採取各項必要政策措
施，有效調適解決。



ＸＸ
地理位置與自然資訊

• 距離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僅 1 6 0 公里，堪稱東亞的天然門戶

• 台灣面積為 3 6 ,1 9 1 平方公里，與荷蘭相當

• 2 0 1 0 年中人口為 2 ,3 1 4 萬人

• 台灣四分之三土地是山地

• 亞熱帶氣侯相當適合農作物

• 但由於工業與服務業高度發展，農業僅佔國內 GDP的 1 .6 %

• 台灣 9 0 % 的能源必須仰賴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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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與自然資源 (2 0 1 0 )

總面積 36,191     平方公里

總人口 (年中 ) 2,314     萬人

人口密度 639     人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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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成果

• 經濟快速成長，物價水準穩定，所
得分配平均

單位：美元

GDP規模由

1 7 .1 1 億美元

4 ,3 0 0 .9 6 億美元

【台灣為全球第 1 8 大貿易國】



ＸＸ
經濟發展成果

• 台灣計有 3 5 項產品佔有率居全球前 3 ，其中 2 1 項為全球
第 1 2 0 1 0 年台灣排名世界第一產品

產品

(含海外生產 )
全球市佔率

(%)
產品

(含海外生產 )
全球市佔率

(%)
產品

(含海外生產 )
全球市佔率

(%)
幕罩式唯讀記憶體 97.9 高爾夫球頭 79.8 桌上型電腦 46.0

主機板 94.0 IC測試 75.8 玻纖布 41.3
筆記型電腦 93.7 LCD監視器 71.9 伺服器 40.9

有線電視用戶終端設備 89.7 DSL終端設備 70.0 電解銅箔 40.8
可攜式導航器 88.6 晶圓代工 67.2 電動代步車與電動輪椅 40.0

迷你筆記型電腦 88.3 光碟片 57.0 苯乙烯系塑膠 30.9
無線區域網路產品 85.0 IC封裝 51.3 速食麵 29.2

• Busin e ss We e k  曾將台灣列為封面故事，顯示台灣在全球
科技供應鏈中舉足輕重的角色

• 2 0 1 0 年底，台灣對東協投資總額為 6 8 3 億美元，分別位居
越南與泰國的第 1 、 3 位，赴中國大陸則達 9 7 3 億美元，
台灣對外投資為全球排名第 2 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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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策略



ＸＸ
經濟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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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工作系以農、林等初級加工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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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業結構朝高科技快速發展，又以資訊與通訊科技已是
舉世聞名

• 半導體產業產值高達 1 .7 7 兆元， IC 封裝占全球 5 1 .3

• 各產業產值占國內生產毛額比例 (% )



ＸＸ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憶往

• 我國加工出口區自成立初期慘淡經營，繼而蓬勃發展，工
廠數目激增，投資金額增加，就業人數快速增加，出口金
額與貿易順差亦隨之劇增，對國家經濟發展貢獻良多，因
而蜚聲國際，成為開發中國家學習備仿效的典範

• 鼓勵企業轉型，增強生產力，提高產品附加價值，經數年
努力，自 8 3 年起，雖然就業員工較以前減少，但出口金
額卻能大幅增加，企業轉型已具績效

• 目前政府正在推動亞太營運中心方案，將發展加工出口區
為倉儲轉運專區，然則加工出口區將踏上新的里程任務，
又將發揮另一種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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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在抑制通貨膨脹；實施農業改革，如實施三七
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以提高土地生產力，
增加農民收益；發展替代進口民生必需品工業，節省外
匯支出，改善國際收支；推動加速經濟發展計畫，頒布
「獎勵投資條例」

主要推行投資獎勵條例，發展國際市場，鼓勵外銷；推
動農業多角化經營；提高農業生產力，發展農產加工品
工業，以及為因應人口增加，國民就業的急需，乃有加
工出口免稅區初期意念的產生

本期為第二次進口替代時期，第一次是替代消費品生產
，而本次為替代資本密集的中間產品，由勞力密集轉型
到技術密集、資本密集、自動化等，並擬訂朝策略性工
業及高附加價值工作發展



ＸＸ
加工出口區的創投

• 於 1 9 5 3 至 1 9 5 8 年間，設立加工工廠之用，於 1 9 5 6 年高雄
港濬港所開闢的新生地，將自由貿易區及工業區合併經營
，擬議為「加工出口區」，此乃我國加工出口區的由來，
亦為世界之首創

‣ 人：投資人出入境仍維持原有手續

‣ 錢：外匯管制仍屬必要，維持原有手續，但在區內辦 

錢：理

‣ 物：限加工出口區產品全部外銷，其製造所需的機器、 

錢：零件、原料等一概免關稅及貨物稅



ＸＸ
加工出口區的創投

• 1 9 6 5 年初成立高雄加工出口區，
開始建區。 1 9 6 6 年建區完成，為
第一個加工出口區，亦是世界第
一個加工出口區；僅約兩年餘，
員工達兩萬餘人，利用高雄楠梓
區糖廠蔗田地土地 1 1 7 .8 公煩作為
加工區用地，此兩區均在 1 9 7 1 年
3 月建成運作



ＸＸ
成立初期所遇困難

• 加工區的建立，在求集中各政府機關的行政權，簡化手續
，便利投資人，此一新模式的作法，新觀念的推動，奠定
了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的基本精神「一元化服務」

‣ 除了是世界首創特區外，更兼具自由貿易區與工業區兩

者之長的綜合工業貿易區，同時又具有工業區的統一規

劃及完善的工業設施

• 特性及經營成效



ＸＸ
加工出口區 3 0 年成效

• 按 1 9 9 5 年統計，三區總共投資核准家數為 2 3 5 家，總投資
金額達 1 2 億 6 百餘萬美元，累計出口達 6 2 億 7 千餘萬美
元，世界多達 2 0 餘國的國家生產總共尚不及此數，進口
3 7 億 7 千餘萬美元，出超 2 5 億餘萬美元，而 2 9 年來累計
出口達 5 6 1 億 5 千餘萬美元，進囗 2 9 5 億 8 千餘萬美元，
出超 2 6 5 億 7 千餘萬美元

• 如能以委託代建代營方式，招商承建，在稀有的土地上建
較高的樓層提供廠商租用、最佳服務，開闢一個新時代



ＸＸ
加工出口區生產力

• 1 9 7 1 年，每一員工可輸出 3 ,3 6 0 美元

• 在有限的土地面積上， 1 9 9 3 年產值為每公煩約 2 ,3 0 0 萬美
元， 1 9 9 4 年增至 2 ,5 0 0 萬美元， 1 9 9 5 年繼續增加約達
3 ,4 0 0 萬美元

• 1 9 9 5 年，更增加到每人 1 1 萬 3 千美元



ＸＸ
加工出口區企業轉型的功效

• 菲利浦建元電子公司

• 楠梓加工區的日月光半導體電子公司

• 台中加工區的佳能公司



ＸＸ
加工出口區擴散的功能

• 1 9 8 0 年在新竹創設科學工業園區，其設置管理構想，亦以
加工區為藍本；而今更籌設南部科學園區及在高雄小港區
規劃設置第四加工出口區，在在證明加工出口區的制度乃
是配合開發中國家工業發展政策擴大市場



ＸＸ
加工出口區在亞太營運中心所扮演的角色

• 里程碑為政府面對現實，即九七以後香港歸入大陸，兩岸
貿易勢必走向直航之途，否則對我經濟不利，而加工出口
區以其境外特區的特性為國家解決了兩岸政治意識型態差
異的障礙，得以經海運間接直航



ＸＸ
對外貿易

• 貿易進出口額



ＸＸ
對外貿易

• 貿易夥伴 (2 0 1 0 年 )



ＸＸ
基礎建設

• 台灣重大公共建設



ＸＸ
勞動力與就業

• 台灣由農業社會發展到工業經濟的過程中，就業結構亦有顯
著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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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教育
僅限於國
小階段 6

年

開始推動
九年國民
教育並提
高教學率

制定「強迫
入學條例」
正式進入九
年國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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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重要關鍵

• 台灣教育政策不只著重在個人受教樣的普及性，也著重在教
育品質的提升

• 1 5 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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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5 2 至 1 9 8 5 年：勞力密集階段

引進國外基本的生產、管理及行銷技術，並藉由勞力
與資本的有效配合，以提升輕工業的國際競爭力

‣ 1 9 8 5 年以後    ：技術密集階段

政府提供應用技術發展支援，推動技術密集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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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8 5 年以後    ：技術密集階段

政府提供應用技術發展支援，推動技術密集產業

• 全國研發經費占GDP的比率從 1 9 8 5 年的僅 1 .0 3 % 上升至 2 0 0 9 年的
2 .9 4 % ，此外，台灣在 Sc ie n c e  Citatio n  In d e x 及 En gin e e r in g  In d e x 的國
際排名，分別由 3 6 及 2 6 名上升至 1 6 及 9 名

• 2 0 1 0 年台灣的三大科學園區 (新竹科學園區、中部科學園區、南部科
學園區 ) 的總營業額逼近新台幣 2 .1 6 兆元；其中，積體電路及光電產
業占園區總營業額達 9 0 .7 %

• 2 0 1 0 年台灣高技術密集產品占總出口的比率，從 1 9 8 5 年的 1 8 .8 % 上升
至 5 2 .9 %



ＸＸ
科技發展

• 台灣科技發展可概分為兩個階段

‣ 1 9 5 2 至 1 9 8 5 年：勞力密集階段

引進國外基本的生產、管理及行銷技術，並藉由勞力
與資本的有效配合，以提升輕工業的國際競爭力

‣ 1 9 8 5 年以後    ：技術密集階段

政府提供應用技術發展支援，推動技術密集產業

• 全國研發經費占GDP的比率從 1 9 8 5 年的僅 1 .0 3 % 上升至 2 0 0 9 年的
2 .9 4 % ，此外，台灣在 Sc ie n c e  Citatio n  In d e x 及 En gin e e r in g  In d e x 的國
際排名，分別由 3 6 及 2 6 名上升至 1 6 及 9 名

• 2 0 1 0 年台灣的三大科學園區 (新竹科學園區、中部科學園區、南部科
學園區 ) 的總營業額逼近新台幣 2 .1 6 兆元；其中，積體電路及光電產
業占園區總營業額達 9 0 .7 %

• 2 0 1 0 年台灣高技術密集產品占總出口的比率，從 1 9 8 5 年的 1 8 .8 % 上升
至 5 2 .9 %

• 出口商品結構



ＸＸ
民國 4 2 -1 0 1 年台灣經濟建設計畫



ＸＸ
台灣經濟台灣經濟未來展望

6 0 多年來，台灣已由過去的農業社會蛻變成全球經貿要角及與資訊科技大國，
面對全球化的 2 1 世紀，我們將由基礎建設、產業再造、招商引資、全球連結等
四方面著手。

建設台灣成為全球創新中心、亞太經貿樞紐與台商營運總部，塑造台灣在全球
與亞洲經貿版圖中獨特與創新的地位與價值。



ＸＸ
基礎建設

• 2 0 0 9 至 2 0 1 6 年我們將推動愛台 1 2
項建設，包括：
‣ 全島便捷交通網
‣ 高雄港再造
‣ 中部高科技產業新聚落
‣ 桃園國際航空城
‣ 智慧台灣
‣ 產業創新走廊
‣ 都市及工業區更新
‣ 農村再生
‣ 海岸新生
‣ 綠色造林
‣ 防洪治水
‣ 下水道建設



ＸＸ
產業再造

• 除了持續發展 ICT 產業外，將推動

‣ 六大新興產業
生物科技、觀光旅遊、綠色台源、醫療照

護、精緻農業、文化創意

‣ 四大新興智慧型產業
雲端運算、智慧電動車、智慧綠建築、發

明專利產業化

‣ 十大重點服務業
美食國際化、國際醫療、國際物流、音樂

及數位內容、會展產業、都市更新、華文

電子商務、 Wim ax 、高科技及創新產業

籌資平台、擴大招收境外學生



ＸＸ
招商引資

• 積極推動全球招商，將台灣具有國
際競爭力的亮點產業介紹給全世界
；同時，我們也大力推動「產業有
家，家有產業」計劃



ＸＸ
全球連結

• 全面鬆綁法規，建立更自由、更有
效率的經商環境，同時，持續改善
兩岸經貿關係，並積極與主要貿易
伙伴洽簽 FTA，讓台灣與全球建立
良性而緊密的連結，以掌握大陸與
全球市場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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