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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為國內受簽署服貿協議影響的產業提供經營技術、人才培訓、貸款等輔導，但因該方案中

卻又規定，有關「體質調整」必須是「因簽訂區域貿易協定（含 ECFA）受衝擊的產業」，才能

提供輔導產業升級轉型、提供低利融資更新廠房設備、協助就業安定等相關措施。顯見政府對

於服貿協議可能產生的產業衝擊，乃是採取「被動因應」的策略，而非「主動調整」的積極產

業政策，為避免該方案淪為受衝擊產業「看得到卻吃不到」的大餅，建請行政院具體檢討現行

中小企業租稅優惠方案並參考韓國「2011 年中小企業支持計畫」，於本院服貿協議審查完成前

提出新制計畫，以積極輔導國內中小企業因應中國市場競爭。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現今〈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內之「租稅專章」，雖然內容包括設備加速折舊、功能別投

資抵減、資源貧瘠與發展遲緩地區、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科學工業、傳統產業、鼓勵創作發

明、對外投資損失準備、鼓勵僑外投資、物流配銷中心、鼓勵合併、企業經營合理化、配合政

策性遷廠、資產重估、股價溢價、員工分紅配股、技術作價、專技之認股權證、研究發展計畫

、活絡債券市場、設立營運總部，但概括來看主要是針對產業別（例如：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

）、功能別（例如：研究發展、人才培訓）、地區別（例如：資源貧瘠地區）進行獎勵，其獎

勵對象並未顧及到近六成獨資合夥型態的中小企業，且獎勵措施皆有其門檻之限制，進一步的

將中小企業排除在租稅優惠的大門之外。 

二、韓國貿易協會發表之「2011 年中小企業支持計畫」中表示，為配合實現韓國對外貿易總

額於 2011 年達 1 兆美元的目標，將加強協助中小企業對外活動，其中加強「貿易支援服務」：

將擴大該會在去（2010）年設立「綜合貿易諮詢支援團（Trade SOS）」服務範圍，有關服務除

提供市場開發、簽署合作契約、清算及貿易糾紛等諮詢服務外，還包括外語翻譯、原產地證明

、國際專利申請、會計等專業服務；另擴大資金支援近年來，中韓兩國企業合作意願強烈。即

便受到金融危機拖累，韓國中小企業對中國出口仍保持穩步上升。2008 年到 2011 年，韓國中小

企業對中國出口額占對全球出口額的比重從 21.3 上升至 23.5，可見中小企業的發展不僅應該保

護，更應該以實際資源將中小企業推向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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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三十二案，請提案人潘委員孟安說明提案旨趣。 

潘委員孟安：（17 時 27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2 人，為維護全國高中職導師權益，使其

與國中、小導師相同，建請行政院應編列預算調整高中職導師之導師費比照國中、小導師，以

符合高中職導師工作尊嚴及學生受教權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三十二案： 

本院委員潘孟安等 12 人，為維護全國高中職導師權益，使其與國中、小導師相同，建請行政院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