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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直接投資，也可透過創投事業間接投資，多年經驗運作順暢，蔡英文最鍾愛的生技產業除

宇昌外，包括台灣神隆、藥華醫藥等都有國發基金的投資，該基金甚至擁有台積電 6.38%、世界

先進 16.75%股權。如果新政府要展現不同作為，大可立即調整相關規定，根本不必另成立什麼

國家級投資公司。 

4.產業創新轉型基金是股權基金，和淡馬錫主權基金不同，投資對象為只要在國內投資，並

創造就業機會者即可，是國發基金 2.0？但半官方「類」主權基金，就是「四不像」基金，既然

是半官方，就要受行政、立法及監察等部門節制，必定失去運作彈性和專業性，更會滋生如中

央研究院貪腐弊端。另外在台的陸資企業也可投資？ 

5.過去蔡英文和民進黨指責馬政府圖利財團、大企業，可是現今擠在蔡英文身旁的，就是她

批判的那些大財團、三大政策如何和財團劃清界線？ 

為此，爰要求國發會應於儘速於二周內向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提案人：廖國棟  林德福  王惠美  張麗善  孔文吉 

12、 

鑒於前扁政府及馬政府主政下，多年來於政府體制、功能已形同雞肋甚或盲腸的國發會，再

任國發會主委陳添枝日前在部會首長政策溝通會議中建議，由 22 位部會首長擔任委員的國發會

，每周恢復舉行例行會議。行政院長林全當場表示支持，並強調國發會是一個重要政策協調機

制，希望國發會委員會議召開時，各部會首長能盡量參加，「不要期待國發會所做成的決議，

能到行政院再翻盤」。 

針對造成國發會積弱不振、無法肩負推動國家經濟發展的主因： 

1.國發會、前身「經建會」，具行政權力及經濟專業的「財經小內閣」，已被霸凌成為其他

部會推託卸責的黑鍋。 

2.政策上不僅無法以上位策略規劃的角色來統合協調各部會的腳步，很多跨部會條例只是窗

口和過水，至今已淪為和各部會同等位階的機關，甚至也研提相關計畫來凸顯其角色的存在，

進而與各部會產生競爭，政策統籌協調功能幾乎不復存在，也讓產業政策所能發揮的效果大打

折扣。 

為此，爰要求國發會應落實舉行例行會議並將相關會議結果送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廖國棟  林德福  王惠美  張麗善  孔文吉 

13、 

有鑑於監察院去年之糾正文指出，國發基金透過信託專戶投資創投事業、中小企業與文化創

意產業，截至 104 年 6 月底國內外累計總投資額 218.26 億元，其中屬「投資事業目標無法達成

，或連續 3 年虧損情況無法改善」之投資額，合計為 12.53 億元。為確保國安基金之永續發展，

爰提案要求國發會一週內提出檢討、改善報告，並送交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王惠美 

連署人：廖國棟  張麗善  孔文吉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