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75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79 期 委員會紀錄

。為避免因機組歲修而可能產生的缺電問題，爰提案要求經濟部於一個月內提出各發電廠發電

機組歲修排程和降低故障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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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有鑑於多數媒體指出，英國脫歐事件被視為全球性的黑天鵝，全球金融市場在經過震盪後已

回穩，後續效應則要視事件發展而定，但其最後對全球金融與經濟的長期衝擊已難避免。不過

，對台灣而言，脫歐事件衝擊相對較小，真正嚴重的是新政府上台 3 個多月以來的表現，幾乎

讓企業界「崩潰」。從缺電、限電陰影持續，兩岸關係急凍，前景未知；華航罷工事件的處理

、勞工休假問題，迫使工商團體採取中止與政府協商的強烈態度。這些事件都讓企業界不安，

更對新政府的治理能力打上大問號，民間投資將因此大幅減少，下半年經濟要好也難。全球經

濟走緩，短期難見到有力復甦，占比重最高的民間消費，如果無特殊因素，成長率大概只有 1%

～2%。至於民間投資，在企業界普遍對投資環境及前景有疑慮的情況下，大概難逃衰退的命運

。最後只剩下政府投資可支撐經濟。目前情勢下，政府提出較大規模的公共建設計畫，以財政

政策支撐經濟。鑒往知來，亂花錢、分贓式的公共建設，蓋出遍布各地的蚊子館，當然是惡劣

的政治操作與浪費；但規劃具前瞻、優質的公共建設，卻能讓整個國家體質翻轉提升。台灣 60

年代的「十大建設」、80 年代的「六年國建」，都曾對整體國家的基礎建設、競爭力帶來翻轉

式的提升。遺憾的是近 20 年，政府預算中，投資性的資本支出日益減少，消費性的支出占的比

重則越來越大，台灣再難看到具指標意義的重大建設，更在近幾年嚴重的風災、水災中顯露出

國內各項基礎建設的荒廢。 

在面對近年來台灣經濟持續低迷，包括外資及民間投資力道不足的情況下，擴大政府公共投

資自然是一個重要選項。但是以驅動國公營事業帶動投資來看，原先所提報的 6 百億元，自然

是規模偏小，但可以理解原先是受制於明年度政府支出成長僅 1.1%，因而各國營事業只能自縛

手腳。而後在政策改變下，各國營事業乃得以大展拳腳，把原本想推動卻受限於預算經費的項

目提前列入。但是投資金額一下子暴增五倍，是否每一項投資案都是經過嚴謹評估？有周全的

規劃？抑或有部分是灌水充數？而後在行政當局對 3 千億元的投資規模仍不以為足的情況，責

令各國公營事業繼續加碼，則依據經驗法則，新增的項目灌水度會更高，如果貿然照案通過，

實際執行不是荒腔走板，即可能出現另類「肉桶分肥」。 

目前國公營事業投資提出振興投資計畫內容，總計規模約 3,400 億元，其中經濟部主管台電公

司大潭電廠（1,104.6 億元）及其他電廠合計 10 項（含再生能源等）總計 2,343.86 億元，再加新

增台電採購或租用緊急發電設備 95 億元、台糖新增現代化養豬設備 6.8 億元共計占 2,445.6 億元

71.9%，就是一個明顯的案例，爰要求經濟部針對上述國營事業振興經濟擴大投資計畫於一個月

內提供完整評估報告、計畫內容、執行效益考核等資料，送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張麗善  廖國棟  孔文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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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外貿協會董事長梁國新應邀出席廈門「第十五屆世界商業領袖圓桌會議」，並以「

跨境電商時代的貿易新機會」進行專題演講。 

梁國新董事長指出，台灣電商有 3 大優勢： 

第一、是台灣電商發展早且非常成熟，不僅網路產業對 GDP 貢獻度高，超越美、日等國家。

去（2015）年電商零售市場規模達 230 億美元，與人口有台灣 25 倍的東南亞相比，市場規模相

當，讓與會的電商企業代表印象深刻。 

第二、是具有豐沛的創新創業能量，台灣有東南亞最大網路創業社群，也有良好的創投環境

及創業人才，吸引了矽谷創投「500 STARTUPS」來台開設分公司； 

第三、是發展出多元的電商生態圈，使民眾的日常生活與電商充分結合，如餐廳訂位

EZTABLE、體驗旅遊 KKDAY、餐廳 POS 系統 ICHEF 等新興的電商服務。 

有鑑於在現行全球貿易不景氣下，跨境電子商務卻有爆炸性的成長，各國業者對於與台灣業

者合作，共同開發亞太市場表達高度的興趣。爰要求經濟部針對「面對國際經濟低成長的新常

態，如何順應跨境電商趨勢，協助企業轉型升級，加速國際電商業者與台灣企業攜手合作，共

同打造亞太電商生態圈」於一個月內提出書面報告送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張麗善  廖國棟  孔文吉 

15、 

經查 106 年度經濟部的 7 項 KPI 中較為具體數字呈現的「創新創業育成」，明年「培育新創

企業」家次目標值訂為 2,400 家，是 105 年目標 1,200 家的二倍。「產業創新研發」包含「製造

業附加價值率」須達 26.1%、「五大創新產業新增投資」金額達 1,758 億元、「研發技術落實產

業應用」達 100%等。 

但其中，「研發技術落實產業應用」之「專利應用件數及技術移轉件數」100%（和 105 年度

厚實產業技術創新能力相同）、「強化連結產業技術先進國家」之「吸引有助於產業升級之關

鍵技術僑外商投資」件數 52 件（和 105 年度發掘具優勢產業投資案源相同），並無國發會強調

「106 年度施政計畫較特別的地方在於國發會從嚴審查各部會訂定的 KPI，不再是過往偏向過程

面的指標，而是可反映政策成果、符合民眾關切與期許的目標。」的差別和效果，另對「提升

對外經貿格局與多元性」中「配合新南向政策─建立經貿對話機制」以「促成我國與東協及南

亞國家經貿官員（副局長級以上）正式經貿對話或機制」為關鍵績效指標更可見小英政府新南

向政策的空洞、無力！ 

爰要求經濟部儘速針對 106 年度七項關鍵績效指標內容，依照計畫執行務實修正評估項目，

訂定讓人民有感的考核機制，以期能確實達成七項年度施政目標。 

提案人：張麗善  廖國棟  孔文吉 

16、 

經濟部日前宣布要發動政府與業者共同投入千億元，組成主動式有機發光二極體（AMOLED

）國家隊，產業界希望政府提出計畫後，能與業者洽談下一步合作，共同做大台灣的 AMOLED

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