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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台灣示範區內涵與挑戰

一、緣 起

� 自由經濟示範區：

� 「自由經濟」

第四波經濟自由化

� 「示範」:

在某一地區實驗無虞，再擴大至全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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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口導向
• 加工出口區
• 匯率貶值
• 「獎投條例」

目目 標標
1.自由化、開放、國
際接軌、提升產業
競爭力
2.營造優質環境、招
商引資
3.加入TPP

第一波第一波第一波第一波
(1960-1970) 

2. 產業升級／開放市場
• 美國 301、超級 301
• 開放市場、降低關稅

3. 加入WTO
• 調整體質
• 以先進經濟體加
入WTO

• 調整／服務大幅
開放

4. 自由經濟示範區
• 片面自由化
• 市場開放
• 國際接軌之租稅與投
資環境

第二波第二波第二波第二波
(1980-1990) 

第三波第三波第三波第三波
(2002-) 

第四波第四波第四波第四波
(2012-) 



中華經濟研究院中華經濟研究院中華經濟研究院中華經濟研究院

二、定 義

� 動 機

� 台灣對經濟自由化、國際接軌的共識不足，故以自由經濟
示範區（以下簡稱「示範區」）做為先行先試的地點。

� 目 的

� 於特定區域內，透過人才、資金、物流的鬆綁，加速市場
開放、國際接軌，如證明其開放對國內產業衝擊不大，而
且有助於吸引投資，提升整體競爭優勢，則擴大至全島，
落實台灣加速走向自由貿易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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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接軌：國際接軌：
租稅優惠、投資租稅優惠、投資環境的國際接軌環境的國際接軌

開放開放 ::
對外資、陸資的開放對外資、陸資的開放

自由化：自由化：
人流、物流、金流、資訊流的人流、物流、金流、資訊流的

自由化與法規鬆綁自由化與法規鬆綁

可示範性：可示範性：
小地區小地區��擴大至大地區擴大至大地區

圖1 自由經濟示範區的自由、示範意涵及其目標

目目 標標

••調整體質／調整體質／
加速產業升級加速產業升級

••塑造加入塑造加入TPPTPP條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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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自由經濟示範區規劃內涵

資料來源：經建會。

三、內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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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建會。

發展重點

推動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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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法規框架
創新管理機制

智慧物流
農業加值
國際健康
金融服務
教育創新

人員、商品與資金自由流動
開放市場接軌國際
打造友善租稅環境
提供便捷土地取得
建置優質營運環境

四、發展重點與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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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示範重點：智慧物流（1/5）

� 透過電子帳證、創新關務機制及雲平臺等資訊服務，增加商
品流通的自由及其附加價值，並以「前店後廠」方式擴大加
工範圍與層次

7

後廠

前店

資料來源：國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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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示範重點：國際健康（2/5）

� 推動國際健康產業園盔，設立國際醫療專辦機構及生技研設
機構，帶動醫療、生技、藥品、復健、養生等產業發展

� 配套措施包括：開放法人得為國際醫療機構社員、訂定回饋
計畫及及繳納經營許可費、不得為健保持約機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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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發會（2014），<自由經濟示範區>。

國際人士

國內外知名生技、
醫療、器材等業者

國際健康產業園區
醫療 生技 藥品
復健 養生

國內外觀光、保險、
法務等關聯產業者

依疾病需求轉送
國內醫院後續治療
景點、商場

引進專業技術及資金

輔助加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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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示範重點：農業加值（3/5）

� 從「農產品」擴大為為「價值鏈」，善用臺灣農業技術，推
動產品創新加值，以MIT品牌行鎖國際
(瑞士巧克力、日本UCC咖啡、立頓紅茶...)

� 規劃發展茶產業、觀賞魚（蝦）、動物局疫苗等重點農業

資料來源：國發會（2014），<自由經濟示範區>。

行銷全球市場

自由經濟示範區－農業加值
農業技術商品化 產業整合加值

國內農漁畜產品 進口產品原料
（加值後產品如
屬管制進口者須
全數外銷）

與農民建立契作
或衛星農場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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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示範重點：金融服務（4/5）

� 透過業務分級與差異化管理，發展財富與資產管理業務，鼓
勵金融機構研發創新金融商品，培育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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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發會（2014），<自由經濟示範區>。

虛擬概念
非實體區域概念
，主要先由銀行
國際金融業務分
行（OBU）及證
券業務分公司（
OSU）提供金融

服務

全區開放
金融業務及商品
之特性不宜限制
於實體特定區域
，開放措施一體
適用

人才兩留
金融機構擴大業
務範疇，研發創
新商品；培育我
國金融專業人才
，並吸引人才資
金回流

法規鬆綁
透過法規鬆綁及
簡化程序，放寬
金融業務及商品
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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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示範重點：教育創新（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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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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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發會（2014），<自由經濟示範區>。

國際合作架構

深化合作
學校共管機制
自我課責

提供更多彈性
以外國大學為主體

獨立院校 分 校

以國內大學為主體

分校
分部

獨立
學院

學位
專班

專業
學（課程）

設立營運 教職員進用 學生修業 招 生經費使用

高較鬆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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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挑戰與建議
（一）第一階段

1.行政命令、規章增修的加速時程

2.商業模式的設計及龍頭廠商引進的設計

3.土地、勞工問題的解決

� 由於自貿港區土地的缺乏，加上土地的投機炒作，「示範區」招
商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在於合理價格土地的取得，或由台糖土
地的出租，或填海造地，或設定地上權祇租不售，並可延長至50
年、70年，都是可以考慮的作法。

4.中央／地方及跨部會協調

� 南韓仁川經濟特區中央、地方溝通不足、單一窗口服務未能落實
及開發項目重度等弊病，應加以正視並避免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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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前店後廠設計的配套
� 前店後廠設計擺脫了土地的限制及強化延伸附加價值的內涵，值得
肯定。但必須避免人頭公司的登記於「前店」，卻取得行政措施鬆
綁，甚至未來租稅優惠、人流物流金流鬆綁的便利。因此，實質投
資，或設立研發中心、發貨倉庫等應為取得前店示範企業的必要條
件。

� 後廠的委外加工，也必須有財政部關務系統的配套，掌握貨物的流
向，才能有效稽核，避免大開關稅減免的漏洞。

6.時效的掌握
� 為因應全球景氣的低迷及創造就業機會，各國紛紛提出再工業化的
策略，台灣亦積極鼓勵台商回流，如能快速通過「示範區」，並搭
配台商回流，吸引外資，將可加持「示範區」，打響振興經濟的第
一炮。

7.執行力的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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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階段

1.特別法的加速推動立法

2.爭取地方政府的配合

� 針對經濟規模、產業發展模式、地方政府誘因設計及潛在廠商投
資承諾等指標有效設計，再開放地方政府申設。如此，地方政府
將更積極規劃爭取，帶動更多投資、地方繁榮及區域平衡發展。

3.除了製造業外，服務業的開放、自由化示範，更是「示範區」
成功的精髓應加速規劃、推動，才能發揮綜效

4.善用嶄新的政策工具

� 未來如何透過鬆綁、行政效率簡化，槓桿民間資源（包括政府資
產活化、BOT等），以及國發基金、智慧財產權（IP）管理、股
市籌資的鬆綁等，結合自由化、開放與部分嶄新工具採用，才能
吸引國內外投資，有效催生自由經濟示範區，以及整體目標的達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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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和中小企業、年輕人的未來建立連結及平衡區域發展

6.地方示範區

� 台北市（內科、南港）－國際醫療

� 新北市－物流、科技、 T-park

� 台中市－國際醫療、兩岸物流

� 漳濱工業區

� 高雄市（南星）－物流、文創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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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區要做什麼？（1/2）

� 參考他國己簽署的FTA 內容

� 讓我們的法令能與世界同步

� 讓我們的產業能走向全球

� 國際化

� 例如：

16

示範區做法
市場開放 開放律師、會計師、建築師組織型態及投資限制

(WTO+)

吸引投資
（國家安全無
虞）

� 外人投資以報備為原則，並放寬需審核之門鑑
� 陸資製造業比照外資
� 陸資服務業參照WTO，輔以審查機制



中華經濟研究院中華經濟研究院中華經濟研究院中華經濟研究院

�示範區要做什麼？（2/2）

� 針對限制產業發展的法令加以改變

� 針對影響政府效率的制度加以改變

� 自由化，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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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區做法
人才流動 放寬外籍專業人士來台工作限制，並便利進出

貨品流通 � 允許管制性物品進入示範區
� 貨物儲存、簡易加工免稅

關務創新
� 簡化委外加工審查程序
� 使用電子帳冊取代實地查核
� 提供夜間簽審服務

土地取得 簡化土地取得、變更、使用之時間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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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區的租稅優惠

18

外國及大陸（含港澳）貨主，於示範區內從事貨物儲存或簡易加工，
外銷100%，內銷工0% 免徵公司所得稅

吸引外籍專業人士來臺，外（陸）籍專業人士免申報最低稅負制之海外
來源所得；但前3 年薪資以半數課稅

促進臺商加強投資，海外援和或盈餘匯入示範區實質投資免所得稅

租稅有落日期限（既有園區：3年、新設園區：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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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藉由台灣示範區尋求企業轉型

(一)國際醫療

� 困境：醫療產業缺乏自由化、產業化，全民健保虧損連
連，對醫院支付總額予以限制，造成醫療人員薪水低、

工時長，人員出走

19

� 國際醫療開放，紓解部分全民健保負擔，創
造具國際化發展實力的「高值」醫療服務業

� 推動台灣成為亞太國際醫療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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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各國醫療支出占GDP的比例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單位：%
表３ 醫療健保支出統計之比較－
家庭自付費用占醫療健保支出比

單位：%年
國 別 2011

台灣 6.6
澳大利亞 8.9(民國97年)
愛沙尼亞 5.9
芬 蘭 9.0
法 國 11.6 
德 國 11.3 
希 臘 9.1 
日 本 N/A
南 韓 7.4 
墨西哥 N/A
波 蘭 6.9 
葡萄牙 10.2 
斯洛伐克 7.9 
土耳其 6.1(民國97年)
英 國 9.4 
美 國 17.7 

年
國 別 2011

台 灣 36.8 
澳大利亞 19.3(民國99年)
愛沙尼亞 17.6 
法 國 7.5 
德 國 13.2 
希 臘 30.5 
日 本 14.4(民國99年)
南 韓 35.2 
波 蘭 22.3 
葡萄牙 27.3 
斯洛伐克 22.6 
土耳其 21.8(民國96年)
英 國 9.9 
美 國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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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經貿－
我國醫療服務具國際競爭力
� 在醫療保健業上，國際醫療(接受跨國
境醫療服務)與醫療旅遊(以觀光為目
的，並進行美容、牙科等醫療服務)為
近年來醫療服務發展趨勢，亞洲並為
國際醫療市場重鎮。

� 包括新加坡、泰國與印度等亞洲國家
，在發展國際醫療上都已有一定成效
。而我國2013年在發展國際醫療上約
有2萬人次，產值約90億新台幣。

21

資料來源：整理自行政院衛生署「產業有家，家有產業-國際醫療產業」，2011

表4 國際醫療人口流向
Asia Africa Europe

Latin 

America

Middle 

East

North 

America
Oceania

Asia 93% 95% 39% 1% 32% 45% 99%

Europe 1% 4% 10% 8%

Latin America 1% 5% 12% 26% 1%

Middle East 13% 2% 2%

Oceania 6% 33% 87% 58% 27%

圖2 亞洲各國國際醫療產值

資料來源：整理自行政院衛生署「健康照護升值白金方案
專案報告」，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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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服務業

� 困境：招生不足，教育競爭力及國際化程度差，企業及
社會對學生素質滿意度降低，學生陷入22K困境，教授
被迫出走

22

� 自由化後吸引外國大學來台投資，增進台灣與國
際社會互動，提升台灣學生英文能力，開拓國際
視野，強化台灣學生競爭力。

� 留用優秀境外學生，增加台灣人力資源供給，降
低企業徵才困難度，營造良好投資環境。

� 亞太人才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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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經貿－教育服務國際化蔚為趨勢
� 在教育服務業上，在高等教育國際學生流動概況，根據聯合國科教文組織

(Unesco)的統計，全球高等教育的國際學生人數由2000年的210萬人躍增至
2009年的370萬人，增加77%。

� 全球高等教育的國際學生以至美國留學最多，2009年達66萬人，占總人數
的18%；其次是英國及澳大利亞，分別各占10%(37萬人)及7%(26萬人)。

� 亞洲國家，如日本、中國大陸、馬來西亞、南韓及新加坡也紛紛加入搶占
國際學生的行列。

23

圖3 2009年全球高等教育國際學生的主要目的地
註：新加坡Immigration and Checkpoint Authority (ICA)的統計人數約為9萬人(但可能包含其他教育層級的學生人數)。資料來源：Unesco Database.中華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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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慧物流業

� 困境：物流效率不佳，製造／供應鏈管理服務無法有效
整合，喪失台灣扮演亞太物流及供應鏈樞紐的地位

24

� 提供自由化與國際化法規環境給外國與大陸貨主
企業，整合台灣製造之供應鏈管理效能，提供單
一窗口行政服務，提升物流效率，有利吸引外資
與陸資之投入，以及提高台商資金回流之意願。

� 推動台灣成為亞太技術整合中心／深層製造中心
／倉儲轉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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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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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若干疑慮的釋疑

26

一、片面開放，喪失未來FTA
談判籌碼

1.租稅優惠少，以法規鬆綁、制度創新為主
2.部分開放，先行試驗才能因應TPP/RCEP的大規模開放

� 示範區面向國際，不祇大陸問題；服貿、貨貿係兩岸
經貿議題，且有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監督

1.並未開放大陸藍領勞工
2.台灣不少農業缺乏原料，進口加值，擴大價值鏈，創造
就業（不輸入大陸原料，若干活動不會在台灣發生）

二、服貿、貨貿、示範區
一中三部曲

三、空白授權，行政裁量權太大

四、開放大陸勞工，開放大陸原
料衝擊國內原料業

1.授權中央目的主管機關訂定，兼具專業及彈性
2.事先研擬子法、細則，一併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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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示範區和TPP／RCEP
無關? �開放先行先試，才能因應挑戰

1.有審核準則，如一定面積、商業模式、產業比較利益、
招商可行性，不會遍地開花
2.多幾個城市申請，可以區域平衡發展

1.金融服務開放不用修法，物流原本就開放
2.刪除後回到自貿港區，原地踏步

六、開放地方申請，會遍地
開花?

七、刪除內銷10%營利稅

八、刪除國際醫療、專業
服務

� 自貿港區已有相關條文，刪除後，在自貿港區也可以
做

1.違反國際規範
2.去掉管制，使原本不在台灣的活動，可以在台灣加值，
創造就業

九、農業加值優先使用國內
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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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兩岸經濟與產業合作

一、對台灣、中國大陸的挑戰

1.對台灣的挑戰

� ECFA服貿協議延宕，負面思維波及自由經濟示範區

� 企業捨示範區就上海自貿區

� 人民幣國際化加上海自貿區（離岸金融中心）可能排擠台灣
銀行業務（OBU台商業務）

� 銀行外移、銀行利潤萎縮，面臨購／合併壓力

2.對大陸的挑戰

� 服務業不像製造業，需要法規、制度鬆綁、人的心態調整

� 跨部會及地方的協調

� 大陸金融開放敏感，循序漸進，不會一步到位

� 美國的攪局，影響人民幣國際化大業（熱錢）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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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海自貿區對台灣的正面影響

�競爭壓力，效率提升

�特別條例積極推動

�政策加碼

4.對大陸的正面影響

�摸石子過河，拋出議題才能解決議題

�先行先試、落日條款

29

(1)規模更大：
擴大至工業區、科學園區

(2)產業更多：
教育、金融納入

政策政策政策政策
加碼加碼加碼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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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示範區／自貿區合作的必要性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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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機會

（一）ECFA架構下，避免被援引WTO最惠國待遇

（二）台灣的示範區和大陸、歐美均有合作空間

� 製造／服務整合、跨國（兩岸）合作、專利及技術服務中心等

� 台灣特色的金融業務，創造藍海

� 金融植基於產業，利用台灣優勢，製造業（ICT）、
IPR+服務業商業模式→物流、金流

（三）航運、通關的簡化

（四）現代化服務業（生產服務業）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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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民幣國際化的推動

� 推動台灣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

� 貿易逆差近千億美元，台灣4年內1兆人民幣資金池
（渣打符銘財）（人民幣回流機制─RQFII）

� 更多離岸中心，才有人抬轎子

（六）區對區合作

� 不擔心被矮化的問題

（七）新合作模式
（張燕生，國務院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祕書長）

� 三原則

� 試驗項目確保可在兩岸複製推廣

� 合作項目不侷限在兩個試驗區內
→可擴張至兩岸合作的規範／秩序

� 合作項目目標朝向解決兩岸惡性競爭，全面合作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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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區→區合作

1.鯰魚VS.鰻魚
（正面經驗、負面教訓且台灣可縮短學習曲線）

2.上海自貿區→台北示範區；
昆山試驗區→桃園、新北試驗區

3.合作產業、商業模式及機制設計至為重要

4.金融、文創、現代化服務業、高端製造、創意試驗基地

、兩岸藥品綠色通道等

5.兩岸電子資訊業的共同平台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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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產業合作批判：
示範區、服貿、貨貿為邁向一中市場的三部曲

� 製造業：

� 減少重複投資（LED、TFT-LCD、IC設計、汽車零組件、
DRAM等）（兩岸已由合作走向競爭，台灣產生斷鏈危機
）、減少人才挖角、減少惡意競爭

� 服務業：

� ECFA服貿協議危機可能擴及自由經濟示範區

� 電商開放擴及更多城市、觀光一條龍的解禁，遊戲軟體的改為
內版（金融、證券ECFA服貿協議開放利益已有限）

� 人才交流的制度化，而非惡意挖角

� 設立原則、機制，甚至成立基金，合作參股，分享共同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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