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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等新技術的發展下，如何擴充商業的應用情境，進而推動新的商業模式產生，將是未來發

展的核心問題。 

爰要求國發會以實際作為帶領相關部會做跨部會整合，針對「零售、製造、金融、技術、能

源」和人工智慧、AR（擴增實境）、VR（虛擬實境）、IOT（物聯網）等新技術結合的創新創

業發展規劃，於三個月內向經濟委員會提出報告。 

提案人：廖國棟  孔文吉  張麗善  王惠美 

11、 

有鑑於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日前於工商團體早餐會後指出，新政府之政策既談「創新」又談

「分配」，卻未解決兩者間的互相矛盾；因為創新畢竟只有少數人達成，並非絕大多數人普遍

享有，這將使得分配不均更為嚴重。張董事長甚至直言「創新是分配的罪魁禍首」，新政府只

顧創新產業，不顧既有產業。為確保資源有效利用以及合理分配，爰提案要求國發會一個月內

提出未來產業資源分配、輔導檢討、改善報告，並送交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王惠美 

連署人：孔文吉  張麗善 

12、 

有鑑於蔡英文總統於競選時就曾提出成立類似主權基金的國家級投資公司。在新政府上台後

，國發會提出成立國家級投資公司計畫，該投資公司募集的創投基金規模初期以一百億元為目

標，標計標標前上標，國發基金標標成，標標標成為標間出資；標而，標標前標政院長標 在

內等認為台灣已經有國發基金，且運作經驗非常豐富，除非是不想接受任何監督，才要成立另

外一家。為確實釐清國家級投資公司之權責、業務以及投資規劃，避免資源浪費，爰要求國發

會一個月內提出國家級投資公司監管機制、投資效益指標等規劃報告，並送交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王惠美 

連署人：孔文吉  張麗善 

13、 

今標全台用電量比去標平均成長 2%，反映各標各業用電需求向上調升，而且在大陸紅色供應

鏈崛起之後，台灣不能再過度仰賴出口，作為經濟成長率的主要命脈，台積電公司董事長張忠

謀也說：「新政府以創新、就業、分配為三大主軸，但創新和分配有矛盾。創新標實是分配問

題的罪魁禍首」；「即使新產業成功，也補償不了老產業因不注意的衰退。要有成長，要是沒

有成長，就業問題非常難解決。」因此，唯有鼓勵企業長期投資，才能維持、加碼這股經濟成

長動能。爰要求國發會針對台灣有「五缺」（缺水、缺電、缺工、缺地、缺人才）與「標失」

（政府失能、社會失序、國會失職、經濟失調、世代失落、國家失去總體目標），於一週內提

出因應策略與方針之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麗善  王惠美  孔文吉 

14、 

世界銀標所公布的 2017 經濟環境報告（Doing Business 2017）評比，台灣在十大評比項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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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其中「跨境貿易」、「取得信貸」，以及「破產處理」皆下滑，請國發會於二個月之

內，針對此三項排名下滑的評比項目，提出檢討報告及改善方案、策略作法於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邱志偉  蘇震清  黃偉哲 

15、 

國發會負責研擬、協調推動財經措施，以及蒐集研判國內外及兩岸經濟情勢變化進行研析及

對策研擬。金融全球化環境下，人民幣續貶將產生龐大的「外溢效應」，影響其他國家。尤其

預期因素的發酵，更會催化資金流動的速度，拉大全球金融市場的波動。對台灣而言，人民幣

貶值在實質面，首當其衝就是台灣出口產品被中國取代的機會提高，對我國出口將產生更大壓

力；另外在金融面，人民幣貶值可能引發資金外逃，導致資金撤離新興市場，可能導致我國金

融市場的波動，請國發會於一個月之內針對人民幣貶值對我國經濟實質面以及金融面所可能造

成的衝擊與影響提出專案報告於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邱志偉  蘇震清  黃偉哲 

16、 

國發會自 2009 年起辦理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執行成效檢討，請各部會提送屆期完工之重大公共

建設計畫檢討報告。然而比較公共建設計畫評估機制較偏重預算執行及進度管控，辦理實地查

證數量偏低，也缺乏「計畫再評估」以及「退場機制」，致無法適時修正或停辦不具效益之計

畫，計畫屆期後又未就後續年度運用情形加以考核追蹤，也未能即時發現閒置或低度利用之公

共建設以及公共投資，請國發會就現有公共建設投資效率以及使用情形的考核評估機制確實檢

討，並研擬一套「有效監督」、「有效管理」、「有效查核」的機制，「有效控制」公共設施

的閒置及低度利用，於二個月提出專案報告於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邱志偉  蘇震清  黃偉哲 

17、 

2015 年來台的外人直接投資（FDI）為 47.6 億美金，2013 年則為 53 億美金，2014 年為 57.5

億美金，外人直接投資的金額逐年減少，每況愈下。然而 2015 年全球 FDI 總額為 1.7 兆美金，

比起 2014 年成長 38%，創下 2007 年以來的新高，其中中國 FDI 高達 1,356 美金、新加坡也有

652 億美金、印度有 442 億美金、印尼有 155 億美金、泰國有 108 億美金、越南有 118 億美金，

台灣的 FDI 可謂是敬陪末座。FDI 的多寡與投資環境有很大的關聯性，請國發會針對我國 FDI

逐年減少的原因及改善方案，以及如何改善我國投資環境增加 FDI，於一個月之內提出專案報告

於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邱志偉  蘇震清  黃偉哲 

18、 

新南向政策為新政府為破除過去過度依賴中國市場導致我國經濟發展失衡現象，協助各項產

業進軍東協市場之重大政策目標。因高雄市具地理環境、交通等優勢，可成為新南向門戶。因

此，中央政府應積極協助高雄市進行產業轉型升級、招商、開拓東協市場。目前高雄市特色產

業為金屬扣件、航太、船舶、觀光、農業及海洋等產業，皆具國際市場競爭力，並積極發展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