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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由經濟示範區

前言
示範區的理念
示範區的推動作法

結語

示範區重點創新活動
示範區的兩岸合作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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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產業群聚全球第一，競爭力評比也名列前
茅，我們應如何善用國內優勢，突破成長瓶
頸？

� 示範區旨在推動法規制度改革，創新產業發展
模式，為啟動臺灣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法規鬆綁
市場開放

產業創新
升級轉型

國際接軌
制度改革

交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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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經濟整合成為新趨勢， 三小龍和緬甸、寮國等已是
RCEP 成員，越南、馬來西亞更加入了 TPP

� 示範區展現臺灣市場開放、法規鬆綁、接軌亞太之決
心，為加入TPP/RCEP創造良好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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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幅鬆綁資金、人員及貨品的移動
� 讓國內法規及行政命令接軌國際
� 選擇具發展潛力、能帶動週邊產業
發展、創造多元效益的經濟活動做
為示範重點

自由化

國際化

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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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第一階段
102102年年88月已啟動月已啟動

• 六海一空自貿港區及
屏東農業生技園區為
起點，

• 增修訂37項行政法
規，並推動百餘項行
政措施

第二階段第二階段
特別條例通過後啟動特別條例通過後啟動

• 主管機關規劃或由地
方政府申設

• 民間亦可與政府合作
申設

• 擴大自由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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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
園區
指定
試點

以六海一空自貿港區及農業
園區為主，透過前店後廠連
接區外廠商，擴大效益
性質上不適合放入園區就
原地鬆綁業務，並分級管
理(如：服務業)

桃園航空
自由貿易港區

屏東農業
生技園區

臺北港
自由貿易港區

臺中港
自由貿易港區

基隆港
自由貿易港區

安平港
自由貿易港區

高雄港
自由貿易港區

蘇澳港
自由貿易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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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寬白領人士來臺工作(居留)限制
� 免 2年工作經驗限制
� 鬆綁區內事業營業額限制
� 放寬區內一定規模事業得申請大陸人士來臺商務居留

� 放寬白領人士來臺進出限制
� 大陸人士來臺從事一個月內之短期商務活動免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審查，且人數比照外籍人士不受限制

� 擴大外籍商務人士來臺短期停留免簽證範圍
� 大陸商務人士核發 3 年期之多次入出境許可
� 放寬外國專業人士得以委任及承攬方式提供服務
(WTO+)

� 提供租稅獎勵，加強吸引外(陸)籍專業人來臺(詳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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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工原料及貨品輸入區內，免徵關稅、營業稅及
貨物稅等相關稅費

� 管制性大陸產品符合如下任一條件得輸入示範區
� 輸入供示範區內或委外加工外銷之原物料與零
組件，及供重整後全數外銷之物品

� 經重整、加工、製造後轉化為依法可輸入之大
陸貨品，得予內銷

� 推動檢驗制度革新，以利貿易便捷化（如業者提
出「供應商符合性聲明」( SDoC )，產品上市前
可免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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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外資由WTO 邁向WTO+
�開放專業服務業組織型態及投資限制，如律
師、會計師、建築師

�區內陸資由 ECFA 邁向WTO
�在國家安全無虞下，投資示範區製造業之陸資
比照外資；投資示範區服務業之陸資參照 WTO
承諾，並輔以審查機制

�簡化區內僑外投資程序，放寬一定金額以下投資案
件可事後申報之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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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含大陸、港澳）貨主，於示範區內從事貨
物儲存或簡易加工，外銷 100%，內銷 10% 免徵
公司所得稅（農產品不適用）（農產品不適用）

外（陸）籍專業人士免申報最低稅負制之海外來
源所得；且前 3 年薪資以半數課稅 人人

才才
海外股利或盈餘匯入示範區實質投資免所得稅
，但仍需繳最低稅負
(有落日期限，既有園區：3年、新設園區：5年)

貨貨
物物

資資
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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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關務機制
管制貨品流向

示範區(前店)

物流
配銷

製造
加工

外國廠商
或貨主

區外(後廠)

工業區

科學
園區
其他
園區

農業
園區

加工出
口區

製造業

�推動雲平臺等資訊服務，提供創新服務能量
�「前店後廠」擴大加工範圍與層次，促成區域連結
�發展新營運模式，擴大企業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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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區外加工組裝汽車出口委託區外加工組裝汽車出口

成效：
100年出口汽車約5萬2千輛，至102年已成
長至8萬3千輛，103年預計可達10～12萬
輛。

海
外

自由貿易港區 區外
進儲關鍵零件 協力廠商委託加工

受託廠商成車出口
成車組裝

70%
零組件國
內產製

物流廠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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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以強化國際醫療的
質與量為主
�鬆綁簽證等法令
�五處國際醫療服務中心同步
揭幕

�以健檢、醫美及常規性治療
為主

�擴大中小型醫療機構參與

臺北松山桃園第一及
第二航廈

臺中清泉崗

高雄小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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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階段推動國際健康產業園
區，帶動相關產業發展

� 限於示範區內開放
� 法人得為國際醫療機構社員
� 外籍人士擔任董事
� 外籍醫事人員於專區內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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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農產品」擴大為「價值鏈」，善用臺灣農業技術，推動
產品創新加值，以MIT 品牌行銷國際

� 已於102年8月在屏東農業生技園區正式推動

國內農產品國內農產品

農民契作農民契作

進口農產品進口農產品

示範區農業加值示範區農業加值 MIT行銷全球

農產加工農產加工 觀賞水族觀賞水族 動物疫苗動物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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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賞魚案例

效益：
廠商可進出口之觀賞魚種類，由460多種
提升到超過2,000種，使廠商接單率上升

進儲完成檢疫，並於
區內進行管制

育種、繁養
殖、篩選分級
或包裝後外銷

國外輸入
管制性魚種

國內魚種：衛星
魚

場生產之觀賞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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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工商工商工商工商

103.03中央社中央社中央社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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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概念
主要先由OBU
及OSU提供金融
服務

人財兩留
有利於金融商
品創新，金融
專業人才培育

全區開放
開放措施全
國一體適用

法規鬆綁
放寬金融業務
及商品之範圍

亞太財富
與

資產管理中心



23自由經濟示範區

開放原則 商品範疇
OBU業務─負面表列
非屬新臺幣或複雜之信用
類衍生性商品皆可辦理(對
境外自然人客戶)

OSU業務五大開放
�開放衍生性金融商品
�開放以信託機制投資國外
商品
�開放外幣有價證券經紀業
務
�簡化業務申辦程序
�開放辦理帳戶保管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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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經濟日報經濟日報經濟日報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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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國內外大學合作設立實驗性之大學（分校、分部）、學院、
學位（程），藉此突破現有法令框架、創新治理模式，擴大招
收境外學生、拓展國內學生視野、提升學生國際競爭力

外國
大學

國內
大學

國
際
合
作
架
構

外國大學
為主體

國內大學
為主體

引進資源
學校共管

高
教
鬆
綁
項
目

整體性措施
�設立營運
�監督管理
�招生方式
�學生修業
�教職員進用
�資產運用

辦學彈性
創造誘因

實驗示範推廣
大學自主契機
永續國際校園

分校
獨立學院

分校(分部)
獨立學院
學位專班
專業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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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航空
自由貿易港區

屏東農業
生技園區

臺北港
自由貿易港區

臺中港
自由貿易港區

基隆港
自由貿易港區

安平港
自由貿易港區

高雄港
自由貿易港區

蘇澳港
自由貿易港區

屏科大 –結合農業加值
�觀賞魚產業國際學程
�動物疫苗產業國際學程
�科技農業產業國際學院

科技農業創新教育

�高附加價值的高
端服務業為主

�促進服務業發展
的製造業為輔

智慧物流

國際健康

金融服務

農業加值

教育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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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合作模式
檢驗檢疫及
快速通關

在兩岸合作區域簡化檢驗檢疫流程，合格產品
可享快速通關

生技醫材之
綠色通道

透過示範區建立我國藥品及醫材輸往大陸特區
的綠色通道，縮短業者臨床試驗、審核認證至
上市審批時程

於臺灣辦理
觀賞魚輸入
檢疫

兩岸合作縮短水族活體輸出入檢疫程序(如互
相承認檢疫文書)，或爭取在臺灣農科園區內
進行隔離檢疫留置30天，運至大陸地區後可免
留置

� 快速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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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合作模式
畜禽產品透過
大陸經濟特區
輸入大陸

示範區之畜禽加工產品，得透過大陸經濟特區
或上海自貿區輸入大陸市場

簡易農產加工 透過農業加值，利用大陸豐沛農業原料，加工加值後行銷國際(如我國的茶產業)

� 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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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合作模式
金融合作 運用臺灣示範區與上海自貿區，強化兩岸金融

業務之合作，如擴大人民幣相關業務之合作

電子商務 以指定試點方式經我方審查通過之示範區電子
商務業者，於陸方可免受網路遮蔽

� 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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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區專屬網站示範區專屬網站 www.fepz.org.twwww.fepz.org.tw

�� 諮詢及聯絡窗口：諮詢及聯絡窗口：行政院招商聯合服務中心行政院招商聯合服務中心
� 服務專線：02-2311-2070
� E-mail： service@inves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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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經濟示範區的推動，充分展現臺灣推動自由
化以及接軌國際的決心，臺灣更將力行法制的再
革新，藉由產業新營運模式的打造，啟動臺灣經
濟新一波成長動能

�兩岸向來貿易關係密切，大陸更是臺灣重要的貿
易夥伴，歡迎產業界能至自由經濟示範區投資，
開展兩岸新局勢，創造互利共榮的龐大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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