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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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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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蔡英文總統提出五大創新產業，作為提升台灣經濟，改善產業結構之政策；國發基金

作為促進經濟轉型及國家發展以及協助我國產業創新加值之重要基礎，必須提早因應並配合政

策發展，爰提案要求國發會二週內提出國發基金未來針對五大創新產業之投資規劃，以及過去

10 年國發基金投資之項目、盈虧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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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行政院 103 年 10 月 29 日核定「花東產業六級化發展方案」，主要在善用花東 1 級產業之發

展優勢與 2、3 級產業之發展契機，運用在地特色優勢，尤其是利用自然資源與人文特色，朝低

污染、低耗能的高附加價值產業發展，而花東地區深層海水產業具備低溫、清澈乾淨、少病原

菌、高營養鹽與礦物質等特性，是具有潛力的藍金產業，符合「花東產業六級化發展方案」之

規劃方向。然臺東深層海水園區從民國九十五年選址、布管、設模廠迄今已十年，卻仍抽不到

水，經濟部水利署目前正進行水深兩百至三百公尺試驗管評估，目標在 106 年 6 月完成。 

台東大學為臺東縣境內唯一之國立綜合大學，負責發展在地生物科技產業，整合在地產業與

研究單位，協助台東地區的精緻農業、農產品業、食品生技業、水產品業、深層海水業、保健

食品業、特用植物與林木業、美妝生技業及生態旅遊業等生物相關產業發展。而台東大學上個

月還發表深層海水保鮮技術，可延長大目釋迦保鮮期，突破外銷最大障礙，顯見深層海水的運

用範圍極廣，政府更應積極投入。 

為協助台東縣深層海水發展，培育在地人才，國發會除應主動積極協調相關單位協助台東大

學發展深層海水產業，還應協助台東大學申請花東永續發展基金用以發展深層海水相關產業，

使深層海水產業能自台東地區蓬勃發展，成為台東的「藍金產業」。 

提案人：廖國棟  孔文吉  林岱樺  黃偉哲  張麗善  

王惠美 

16、 

鋻於行政院已選定花東地區為示範地區，103 年 10 月核定「花東產業六級化發展方案」，將

充分運用花東 1 級產業之發展優勢與 2、3 級產業之發展契機，強化產業 6 級化（1 級 X 2 級 X 3

級）之合作鏈結發展，將透過觀光休閒、有機農業、文化創意等重點產業合作加值鏈結發展，

提供美好的旅遊生活體驗及特色商品（如保健作物食品、手工藝品等高附加價值商品），吸引

民眾到花東旅遊，購買花東特色商品，以達到增加所得、創造就業及利潤共享之目標。 

然原住民族固有之傳統語言文化、部落的產業經濟活動等，均與一般漢人不同，為避免花東

產業六級化政策無法符合原住民族文化及產業型態，反致原住民傳統文化受到侵奪，爰要求國

發會與原民會於三個月內共同制定出專屬原住民族的產業政策，協助原住民及部落的有機農業

、商品行銷、觀光產業等相關產業的發展。 

提案人：廖國棟  林岱樺  黃偉哲  張麗善  孔文吉  

王惠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