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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產業

一、投資利基簡述

(一 )高雄週邊電子、光電群聚在全球產業供應鏈中占有主導的地位，所

需的關鍵材 � 卻以日本、歐美廠商為主，因此高雄適合由電子光電

所需材 � /特用化學品切入：

 我國電子業、光電業在全球產業供應鏈中占有主導的地位，所需

的關鍵材 � 卻以日本、歐美廠商為主，未 � 國內石化業者應 � 用

國內電子業優勢，發展電子光電所需材 � ，打入高科技業供應鏈。

 觀察國外大石化業者近 � � 往特化業發展 ( � 如：DOW、BASF、

LG、MITSUBISHI)，而且我國石化業要發展高值化產品，或發展

電子光電材 � � 需要特化品配合，因此發展特化品、以及配合特

化發展 � 密石化產品是一個重要發展趨勢。

(二 )由高雄重化工業長久發展造成的污染所產生的解決需求，包含土水

整治化學品、環境微生物製劑等特用化學品值得高雄投入發展：

 中油過去已經投入生技產業的開發，對於醱酵技術亦有所專精，

相關的微生物製劑產品研發的進入障礙較低，且目前國內廠商投

入環境微生物製劑開發的廠商雖並不多，但國內生技相關研究技

術及人才已相當成熟。顯示石化業者可透過土水整治與環保生技

的結合，投入環境微生物製劑類產品的開發，促進高雄石化業轉

型。

 地球溫暖化、環境 � 化問題受到民眾的關注，無 � 新能源材 � 、

節能材 � 、環保材 � � 成為產業發展顯學，石化業者必須掌握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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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產業趨勢，開發再生能源和節能環保技術。

(三 )石化中間原料為台灣石化產業的主要出口項目，且高度仰賴中國市

場，為 ECFA 簽訂的主要效益所在。

二、市場分析

(一 )亞洲地區躍升全球主要石化市場：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0)

圖 1 全球乙烯產能及需求概況

(二 )台灣石化業產業規模逐年增加，特用化學品產值呈現成長趨勢：

 2009 年特用化學品產值達新台幣 147,431 百萬元，預估 2011 年可達到

新台幣 168,685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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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09)

圖 2 台灣石化產業創造產值

(三 )高雄地區石化產業產值分析：

 2008 � 高雄市產業產值排名第 1 名為批發業，產值 6,174 億元；第 2

名則為基本 � 屬製造業，產值 4,594 億元； � 售業排名第 3，產值達

2,530 億元。

 2008 � 高雄縣部份， � 售業與基本 � 屬製造業排名分 � 1、2，產值分

別為 2,989 億元及 2,914 億元；化學材 � 製造業與 � 屬製品製造業則分

� 第 3、4 名，產值分別為 1,586 億元及 1,28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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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競爭分析

(一 )外商來台投資的優勢：

 2009 年我國 ABS、PTA、TPE 產品市占率進入全球前三大，此等產品

產能供應充足。

表 1 全球前三大之台灣石化產品-2009年

全球排名 全球市占率 產 量

ABS 2 17.9% 1,245 千公噸

PTA 3 15.1% 5,910 千公噸

TPE 2 27.5% 1,197 千公噸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0)

近幾年在台塑六輕一、二、三期輕油裂解廠完工投產以後，促使台灣

的烯烴與芳香烴兩類基本石化原料產量及自給率大幅提升。

台塑企業持續看好未來石化業的發展，進行第四期輕油裂解廠投資

案，在預期兩岸直航後，台塑企業規劃石化原料將從麥寮港運到中國

大陸沿海工業區，如此一來，甚至比在中國大陸設廠運到沿海工業區

陸運成本還低。

石化原料出口到中國大陸的關稅及批文，現行稅率約 6~9%，將侵蝕產

業之獲利，簽署 ECFA(經濟合作架構協定 )關稅將降至零，更能提升台

灣石化品外銷至中國大陸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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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區

名稱
家數 員工數 主要行業

民雄 203 8,014 機械、化學製品、金屬製品

頭橋 75 3,455 金屬製品、食品、其他工業

嘉太 81 2,985 金屬製品、機械、運輸

朴子 44 570 金屬製品、食品、塑膠製品

義竹 18 384 食品、運輸、化學材料

工業區

名稱
家數 員工數 主要行業

民雄 203 8,014 機械、化學製品、金屬製品

頭橋 75 3,455 金屬製品、食品、其他工業

嘉太 81 2,985 金屬製品、機械、運輸

朴子 44 570 金屬製品、食品、塑膠製品

義竹 18 384 食品、運輸、化學材料

嘉義縣
工業區從業人數：15,408人 廠商數：421家

工業區

名稱
家數 員工數 主要行業

官田 168 6,678 食品、金屬製品、化學製品

永康 143 6,074 金屬製品、化學製品、金屬基本

新營 144 5,814 金屬製品、機械設備、塑膠製品

工業區

名稱
家數 員工數 主要行業

官田 168 6,678 食品、金屬製品、化學製品

永康 143 6,074 金屬製品、化學製品、金屬基本

新營 144 5,814 金屬製品、機械設備、塑膠製品

台南縣
工業區從業人數：18,566人 廠商數：455家

工業區

名稱
家數 員工數 主要行業

永安 65 3,951 金屬製品、機械、化學製品

仁武 35 1,930 金屬製品、金屬材料、機械

鳳山 83 923 運輸、機械、金屬製品

大發 521 16 ,170 金屬材料、金屬製品、機械

大社 12 2,429 化學材料、化學製品、機械

林園 26 4,413 化學材料、化學製品、石煤製品

工業區

名稱
家數 員工數 主要行業

永安 65 3,951 金屬製品、機械、化學製品

仁武 35 1,930 金屬製品、金屬材料、機械

鳳山 83 923 運輸、機械、金屬製品

大發 521 16 ,170 金屬材料、金屬製品、機械

大社 12 2,429 化學材料、化學製品、機械

林園 26 4,413 化學材料、化學製品、石煤製品

高雄縣
工業區從業人數：29,816人 廠商數：742家

台南市
工業區從業人數：29,309人 廠商數：648家

工業區

名稱
家數 員工數 主要行業

台南
科技 118 12 ,351 金屬製品、機械、電子零件

安平 530 16 ,958 塑膠製品、金屬製品、印刷

工業區

名稱
家數 員工數 主要行業

台南
科技 118 12 ,351 金屬製品、機械、電子零件

安平 530 16 ,958 塑膠製品、金屬製品、印刷

高雄市
工業區從業人數：33,947人 廠商數：474家

工業區

名稱
家數 員工數 主要行業

高雄臨海 474 33,947 金屬材料、機械、金屬製品

工業區

名稱
家數 員工數 主要行業

高雄臨海 474 33,947 金屬材料、機械、金屬製品

工業區

名稱
家數 員工數 主要行業

屏東 122 2 ,917 金屬製品、運輸、食品

內埔 45 3 ,202 食品、金屬製品、電子零件

屏南 86 3 ,027 金屬製品、金屬基本、食品

工業區

名稱
家數 員工數 主要行業

屏東 122 2 ,917 金屬製品、運輸、食品

內埔 45 3 ,202 食品、金屬製品、電子零件

屏南 86 3 ,027 金屬製品、金屬基本、食品

屏東縣
工業區從業人數：9,146人 廠商數：253家

南部共20個工業區，廠商2,993家，總從業人數13萬6千人，
主要特色產業為金屬基本/製品業及機械業

大社及林園為石化專區

資料來源：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2010)

圖 3 南部地區工業區產業現況

(二 )主要競爭大廠及動態：

我國石化產業區域聚落主要集中於「頭份石油化學中心」、「雲林麥

寮離島石油化學中心」與「大社 -仁武石油化學中心」等三處。

未來產業發展方向─產品高值化：國內業者發展產電子材 � 、日本電

子材 � 及功能性產品發展 � 先、中東結合日本、歐美大廠開發高品級

材 � 、中國在石化產業調整振興規劃強調 � 細化、尖端化、附加價值

高的產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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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台灣石化產業廠商

產業組成 廠商名稱

石化上游 (基本原料 )
中油 (三輕 /四輕 /五輕 )、台塑 (煉油、乙烯、丙烯、丁二烯、

芳香 )

石 化中游 (中 間原 料 /

塑 膠 原 料 /橡 膠 原 料 /

人纖原料 )

中石化 (CPL)、華夏塑膠 (PVC)、台聚 (LDPE)、亞聚 (LDPE)、

台塑 (HDPE、VCM、 PP、Acrylic acid、Acrylic ester)、台氯

(VCM)、東聯 (EG)、國喬 (SM)、中橡 (CB)、李長榮 (PP、 IPA、

MIBK、TPE)、大連 (VAM)、南亞 (DOP、PA、BPA、ESO、TDI)

石 化下游 (塑 膠製 品 /

橡膠製品 /人纖製品 )

台達 (塑膠製品 )、華隆 (聚酯 /尼龍纖維 )、台肥 (肥料 /塑膠製

品 )、長春 (雙氧水 )、台灣粉體 (塗料 )、永福 (精煉膠、橡膠製

品 )、福昌茂 (矽橡膠、矽橡膠硬化劑 )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整理(2010)

「大社 -仁武 -林園石油化學中心」以台灣中油公司的三輕、四輕與五

輕廠為主，生產乙烯、丙烯與丁二烯等主要石化上游基本原料。衍生

的下游周邊廠商包括台聚、亞聚、台塑、台氯、東聯、中纖、國喬、

台苯、李長榮、中石化、高塑拜耳、信昌、大連、奇美、台橡、南帝、

九聯、申豐、台合與中橡等公司。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0)

圖 4 台灣石油化學中心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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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投資高雄的競爭優勢：

高雄地區具有完整石化產業鏈群聚：高雄石化產業係以台灣中油公司

的三輕、四輕與五輕廠為主，生產乙烯、丙烯與丁二烯等主要石化上

游基本原料，帶動下游周邊廠商包括台聚、亞聚、台塑等，形成完整

的石化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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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2010)

圖 5 高雄地區石化產業廠商於產業鏈分布情況

高雄「大社 -仁武 -林園」石化中心，為我國廠商數量最多之石化中心，

故石化原料可達自給，亦可在此基礎下填補「特用化學品」之產業鏈

主要缺口。因此，高雄發展電子光電特用化學品，及土水整治化學品、

環境微生物製劑等特用化學品，具有發展上的優勢，目前長春、東 � 、

� 長榮、 � 成、中碳等石化公司 � 已經跨入特化 � 域，後續發展看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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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煉製業

基本原料

塑膠原料
PE
PP
PVC
PS
ABS
PET
NYLON

人纖原料
PTA
EG
AN
CPL

橡膠原料
SBR
BR
NBR
CPL

特用化學品
原料
PA
DOP
PPG
AB
Ph e no l

塑膠皮板管材

塑膠膜袋

塑膠日用品

工程塑膠

人造纖維製造 輪胎製造

工業用橡膠製品

染顏料

介面活性劑

塑膠添加劑

接著劑

電子化學品

塗料

˙乙烯 ˙苯
˙丙烯 ˙甲苯
˙丁二烯˙二甲苯

石
化
上
游

石
化
中
游

石
化
下
游

˙台灣中油-三輕、四輕、五輕

台塑、台
聚、台化、
福聚、大
洋、華夏、
台達、國
喬......

東聯、中
纖、南亞
塑、台塑、
中石化......

台橡、奇
美、南
帝、中國
合成橡
膠......

信昌、台化

鼎基、兆詮、立
宇、力生、協副、
盟芳、楠梓惠利、
永記、加新......

台塑、大方線索工
業

李長榮、偉正、三五、台力、大
直、宏亞、力慶、建發、祈安......

三晶、凱台

台灣粉體、台灣麗利

福鴻、樺鋒

中嘉、皇華

全元、立元

岱暉

國外大石化業者近年都往特化業發展，
如：DOW、BASF、LG、MITSUBISHI..

發展缺口具有穩固的發展基礎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0)

圖 1 高雄地區石化產業鏈

四、生產成本

(一 )土地租金成本：

不分產業之共同性土地租金成本請參見「高雄地區整體招商引資說

帖」之「生產條件」內容。以下說明與石化產業相關投資區域之土地租

金成本相關資訊：

永安工業區：

發展現況：開發總面積為 73.2 公頃，除公共設施 (道路、水溝、綠帶、

服務大樓、污水處理廠 )面積佔 8.9 公頃外，可建廠面積為 64.3 公頃。

廠商數有 65 家，以金屬基本工業、化學材料製造業、金屬製品製造業，

為家數排行前三名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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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產業主要廠商：惠聚工業。

土地成本：土地於開發初期已賣斷予廠商，目前再轉售的價格約每坪

五萬元。

臨海工業區：

發展現況：目前總計有 517 家廠商進駐 (截至 2010 年 7 月 )，有機械設

備製造修配業、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化學製品製造業等 20 餘種產

業，年產值達 8,334 億元。

石化產業主要廠商：中油、永記造漆。

土地成本：土地租金每坪約 80~120 元、廠房租金每坪約 250 元以上。

(二 )勞工成本：

台灣約有 1,000 萬勞動人口，其中 35%具有大專或大學以上學歷，每

年亦有 32 萬大專以上畢業生，充分供應工商業的人力需求。

台灣法定的最低薪資，按月計酬者，法定最低薪資為新台幣 17,880 元；

按時計酬者，其每小時最低薪資為新台幣 98 元。

表 3 台灣石化相關行業平均薪資

行業名稱 平均薪資 (元 )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69,683

化學材料製造業 50,170

化學製品製造業 45,681

藥品製造業 39,047

橡膠製品製造業 32,645

塑膠製品製造業 32,289

註：資料為 2010年 10月台灣各業平均薪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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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電費：

根據美國能源資訊協會及馬來西亞電力公司 2009 年對世界 26 國用電

統計比較，住宅及工業用電平均單價我國排名為第三低。另外，在亞

洲新興國家中，除韓國、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區平均水價均高於

我國；歐洲國家之平均單位水價幾乎是我國 3 至 17 倍。

供電方面：高雄市有全國最大的大林火力發電廠、興達火力發電廠、

南部火力發電廠、高屏水力發電廠，滿足工業區廠商生產用電與一般

民生用電；用水方面，有阿公店、澄清湖、鳳山、南化水庫等，提供

充裕的水資源。

表 4 主要城市水價及電價比較

(水價單位：新台幣元/立方公尺，電價單位：新台幣元/瓩小時)

註：台幣對美元換算匯率為 1美元=31.517台幣(2008年平均匯率)。

*新加坡平均電價係依網站公布之電價列計；香港則依其 2008年平均電價推算；南韓係採 2008

年年中之匯率換算。

資料來源：The Intem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ELECTRICITY INFORMATION (2009 Edition)》

及馬來西亞電力公司(TNB) 2009年統計資料

(四 )通訊：

資訊通信設備完善：高雄市市話普及率達 97.56%、行動電話普及率達

92.5%、家庭上網率達 76%、寬頻網路使用率達 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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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行動電話通話費：

表 5 各國行動電話通話費

資料來源：新美國基金會開放科技計畫(OTI)網站

各國行動電話簡訊費：

表 6 各國行動電話簡訊費

資料來源：新美國基金會開放科技計畫(OTI)網站

(五 )聯外交通：

高雄地區的交通工具上，主要可以透過公路、鐵路、空運與海運等

四種工具可供選擇，以下分別說明。

公路運輸：高雄地區現有之公路系統可分為高速公路、省道、縣道及

市區幹道等四部份。由於市區內部道路體系已高度發達，因此不予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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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在對外公路交通方面，主要有國道一號 (中山高 )、國道三號 (福爾

摩沙高 )、國道十號、省道台一線以及台 88 號快速道路貫穿其中，交

通動線四通八達。

鐵路運輸：鐵路運輸方面，則有台鐵高雄站與高鐵左營站，可供都市

間的交通運輸，其中高鐵左營站至台北站僅需 96 分鐘。在高雄縣市的

鐵路運輸上則可利用台鐵以及捷運紅、橘雙線，以高雄火車站為核心，

在 30 分鐘內，其北可達橋頭、其南可達小港、其東可達大寮、其西可

達西子灣，至高雄國際機場亦僅需 16 分鐘的時間。

航空運輸：台灣地區現有桃園及高雄小港兩處國際航線專用機場，其

中，高雄小港機場是我國第二大的國際機場，在高鐵通車前亦肩負國

內南北航空運輸樞紐的重要地位，目前則以離、外島，如金門、澎湖

以及本島花蓮線為主。至於在國際航線上，高雄小港機場飛航東亞交

通圈 (東京、首爾、上海、香港、馬尼拉及新加坡等 )在一日以內均可

來回，有助於國際企業在高雄設立東亞營運中心。

海 (河 )運輸：高雄為我國第一大港市，而高雄港為我國海運之主要門

戶，在台灣各地港口中，高雄港是運量規模最大之國際港，每年進出

口貨櫃運量占全國總運量近 75%。在國際航線上，高雄港位於東亞島

鏈的中心，至東京、斧山、上海、香港、馬尼拉及新加坡等亞太主要

港口的平均航行時間最短，有助於高雄地區成為服務歐美跨國企業與

產品貿易的亞太營運與物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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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賦稅規定

(一 )營利事業所得稅：

總機構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含外商在台子公司 )，應就我國境內外

全部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但其來自我國境外之

所得，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得自應納稅額中扣抵。

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其國外所得而增加之應納稅額。

總機構在我國境外之在台營利事業 (如外商在台分公司 )，有我國來源

所得者，應就其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依「所得稅法」規定課

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表 7 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

課稅所得額 (P)級距 稅率

120,000 元以下 免稅

超過 120,000 元
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 17%，但其應納稅額不

得超過課稅所得額超過 12 萬元以上部分之半數

資料來源：財政部賦稅署(2010)

(二 )個人所得稅：

凡有我國來源所得之個人，不論其為本國人或外國人，亦不論其是

否居住我國境內，均應就我國來源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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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綜合所得稅稅率參考

單位：新台幣元

綜合所得淨額 稅率 累進差額 應納稅額

0— 500,000 × 5% — 0 ＝

500,001— 1,090,000 × 12% — 35,000 ＝

1,090,001— 2,180,000 × 20% — 122,200 ＝

2,180,001— 4,0900,000 × 30% — 340,200 ＝

4,0900,000 以上 × 40% — 749,200 ＝

資料來源：財政部賦稅署(2010)

(三 )營業稅：

在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課徵營業稅。營業

稅之課徵區分為加值型營業稅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加值型營業稅：係就企業在產銷過程中之加值課徵之租稅。除適用零

稅率及免稅之項目外，現行加值型營業稅稅率為 5%(應納營業稅=銷項

稅額 -進項稅額 )。

非加值型營業稅：課徵非加值型營業稅之行業包括金融及保險業、典

當業、特種飲食業、小規模營業人及財政部規定免予申報銷售額之營

業人等。但可依規定申請核准改採加值型營業稅。前述行業按其銷售

總額課稅，不能扣抵進項稅額，最高稅率為 25%、最低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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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進出口關稅：

以下說明石化產品進出口關稅情形：

表 9 石化產品平均進出口關稅

產業涵蓋

範疇 (本研究

定義 )

台灣各類產

品進口關稅

中國各類產

品出口關稅

歐盟各類產

品出口關稅

美國各類產

品出口關稅

日本各類產

品出口關稅

化學材料；化

學製品

無機化學品

0-5.5%；

有機化學品

0-6.5%

平均關稅

6.49%

無機化學品

2.1-5.5%；

有機化學品

0-6.5%

無機化學品

0-5.5%；

有機化學品

0-5.5%

無機化學品

0-5.4%；

有機化學品

0-5.5%

資料來源：關稅總局、工研院 IEK整理(2010)

六、投資獎勵措施及行政措施支援

(一 )相關政府產業輔導計畫及其他獎勵：

表 10 國內特用化學品相關獎勵與輔導方法

計畫名稱 /獎勵 實施期間 主管機關

機能性化學品工業發展計畫 2010 年 ~ 經濟部工業局

生技醫藥產業委託國內醫藥研發服

務公司從事研究與發展之支出適用

投資抵減認定要點

2006 年 ~ 經濟部工業局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0)

(二 )中央租稅優惠：

稅務競爭優勢：營利事業所得稅 17%，相較中國大陸 25%、韓國 22%

為低，與新加坡 17%、香港 16.5%相當。

中央投資優惠政策方案─研發經費補助：主導性新產品開發之獎勵措

施補助、產業技術研發之補助、研發中心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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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出口區租稅優惠：免關稅、免營業稅、免貨物稅、免契稅，及營

利事業所得稅、廠房貸款、房屋稅等優惠。

表 11 加工出口區租稅優惠

註：依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主管機關：經濟部；實施期間自 1972年起)整理而成。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

(三 )產業創新條例優惠：

根據 99 年新實施之「產業創新條 � 」明定，公司得於研究發展支

出 � 額 15%限 � 內抵減當 � � 應納營 � 事業所得稅，並 � 超過該公司當

� � 應納營 � 事業所得稅額 30%為限，並同步修正所得稅法調 � 營 � 事

業所得稅稅 � 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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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產業創新條例減免優惠

項 目 內 容

研究與發展
投資於研發支出金額 15%內，可抵減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但以

稅額的 30%以內為限。

生技新藥產業
投資於研發及人才培訓支出金額 35%限度內，抵減營利事業所得

稅。

進口國內無產製

機器設備

自國外進口國內尚未產製之機器設備，可享有免徵進口關稅之優

惠。

支付國外權利金

免納所得稅

自國外引進新生產技術或商品，而使用外國營利事業所有之專利

權、商標權或各種特許權，經經濟部工業局專案核准者，其所給付

外國事業之權利金免納所得稅。

支付國外技術服

務 報 酬 適 用

1.7%或 2.25%優

惠稅率

總機構在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在我國境內經營國際運輸、承包營

建工程、提供技術服務或出租機器設備，其成本機構或營業代理

人，得申請核准適用優惠所得稅稅率，國際運輸業優惠稅率為

1.7%，其他業務優惠稅率為 2.25%。

民間參與重大公

共建設

民間參與重大公共建設得享 5 年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投資抵減、

興建機具免徵進口關稅；房屋稅、地價稅、契稅減免。營利事業投

資參與重大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亦享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抵

減。

註：1.本條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2.本條例自九十九年五月十二日開始施行，但第 10條施行期間自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

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資料來源：產業創新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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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科學園區投資優惠：

表 13 科學園區投資優惠

註：1.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主管機關為國家科學委員會，自 2004年起實施。

2.科學園區創新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獎助要點，主管機關為國家科學委員會，於 1992年修正。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

七、與其他競爭對手國投資環境之分析比較

我國石化產業主要競爭對手包含：日本、韓國、新加坡。其中，我

國「整體國家競爭力」表現優於日本、韓國；我國「成長競爭力」表現

優於韓國；我國「投資環境」」表現優於日本、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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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我國石化產業競爭對手投資環境分析比較

註：世界經濟論壇(WEF)資料為 2009年 ~ 2010年排名，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BER)資料為 2010

年，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為 2010年，其餘為 2006年排名。

資料來源：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10、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9-2010(WEF)、HRRP/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 (2010)、Country Forecast-Global 

Outlook/EIU(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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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產業

一、投資利基簡述

(一 )模具產業列為兩岸 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首波早收清單項目：

ECFA 早收清單開放項目包含擠型模具、沖壓模具、壓鑄模具與塑

橡膠模具，台灣現階段在設計、加工、處理及檢測技術皆領先於大

陸，開放後將更有力積極爭取大陸廣大的市場板塊。

(二 )路竹高聚光太陽能發電 (HCPV)示範場、高雄園區生技醫療專區的設

置，成為帶動精微模具成長之契機：

 路竹高聚光太陽能發電 (HCPV)示範場：台灣第一、亞洲最大、世

界上第二的太陽能發電廠，共設置 141 座太陽能聚光板架，聚光

板架都裝置追日系統 (Solar Tracker)，隨著太陽光旋轉，板架的聚

光模組發電量分為 7.5kW(瓩 )及 5kW，總發電量約 1MW(百萬瓦 )；

其發展所需之聚光型極光鏡片，仰賴超精密級模具支應。

 高雄園區生技醫療專區：位於高雄科學園區南端，總面積 30 公

頃，規劃進行 5 年 (98~102 年 )產業發展計畫，計畫包括：成立學

研服務平台、成立臨床資訊平台，強化臨床資訊產品化效率、成

立驗證服務平台，協助產品快速上市、協助產品行銷等。目標引

進生產牙科、骨科、美容、微創器材與微創診療等高值手術器材

廠商，衍生精微模具支應之發展需求。

(三 )精密機械園區創造投資機會：

高雄縣政府規劃於大發工業區北側及和春技術學院北側基地設置精

密機械園區，並以精密機械製造、設備、整廠輸出等為重點發展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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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期能促進每年需求高達 600 億之鋼鐵金屬設備能逐步本土化，

進而拓展外銷，以創造更多的產值與就業機會。「精密機械園區」，

目前已進行工業區報編，預計於 99 年 9 月進行工業區硬體施設及廠

商同步設廠。

二、市場分析

(一 )模具市場關聯架構：

目前政府的產業發展重點如兩兆產業 (半導體工業、顯示器產業 )、

通訊工業、資訊工業、消費性電子工業、精密機械工業、航太工業等均

與模具習習相關，加上台灣具有個人電腦、手機及網路設備之世界主要

生產基地的地位，其中又以記憶體、各類驅動 IC、無線通訊、寬頻網路、

數位處理 IC、被動元件、光電元件、LCD 面板等是成長性最高的族群。

而來自於通訊產業、網路產業、與消費性電子產品因持續創新發展所產

生的動力，將對相關精密模具市場需求日漸殷切。

若以平均單價 5,000 元 /kg 以上作為精微模具區隔，則我國 2009 年

精微模具預估產值約為新台幣 34.2 億元，出口值與進口值分別是新台幣

13.8 億元及 15.1 億元。台灣模具出口產品平均單價在 5,000 元 /kg 以下

占了 91.1%，以中低階產品為主；在進口部分，平均單價在 5,000 元 /kg

以下則佔 60.6%，此外有三成三左右的進口平均單價在 5,000 元 /kg~5 萬

元 /kg，5 萬元 /kg 以上則為 5.0%。目前高單價之模具產品台灣發展仍為

缺乏，故高雄可鎖定平均每公斤單價在 5,000~5 萬元的精微模具產業，

有發展切入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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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台灣模具產業進出口分佈結構

(元 /公斤 )
5,000

以下

5,000

~1 萬
1~5 萬 5~10 萬 10~20 萬 20~30 萬

30 萬

以上

出 口 91.1%  2.9%  4.8% 0.8% 0.2% 0.1% 0.1%

進 口 60.6% 16.1% 17.3% 2.5% 1.1% 0.9% 1.5%

資料來源：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2010)

(二 )模具市場規模分析：

 2010 年上半年，台灣模具產值約達 208 億元新台幣，相較去年同期成

長 21%，出口市場則相較去年同期成長 11%，約達 84 億元新台幣，出

口比例突破 4 成；2010 上半年國內模具表面需求約 146 億元新台幣，

相較去年同期成長約 28%，進口值約為 23 億元新台幣，進口依存度約

為 15.4%。

台灣模具的產值及出口在全球雖然已佔有一席之地，但對於一些高精

密模具部分仍需仰賴進口，隨著 3C 產品價格持續下降且功能外型多

樣化及輕薄化的訴求增加，加上各系統廠紛紛提高關鍵零組件自製能

力，未來台灣精微模具市場的成長潛力將會非常驚人。未來，隨著終

端產品走向精密化與微形化，精微模具也將隨著微扣件、微光學零件、

醫療器材產業而起，故高雄趁早投入發展，較有機會取得發展利基，

精微模具可謂高雄地區金屬產業鏈之發展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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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競爭分析

(一 )外商來台投資的優勢：

金屬產業貿易市場排名：台灣在亞洲進口市場具有區域優勢

金屬產業全球出口排名

亞洲進口市場占有率及排名變動

年
度

德
國

中
國

美
國

日
本

義
大
利

法
國

荷
蘭

俄
羅
斯

韓
國

比
利
時

加
拿
大

英
國

智
利

台
灣

01 1 7 2 3 5 4 13 9 12 8 6 10 23 11

0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年
度

德
國

中
國

美
國

日
本

義
大
利

法
國

荷
蘭

俄
羅
斯

韓
國

比
利
時

加
拿
大

英
國

智
利

台
灣

01 1 7 2 3 5 4 13 9 12 8 6 10 23 11

0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進口
市場

中國 東協 日本 韓國

年度 01 09 01 09 01 09 01 09

臺灣 17 .1  2 6 .6  4 6 .8  4 6 .5  5 5 .4  6 5 .0  5 1 .5  1 0 2 .7  7

中國 _ _ _ _ 7 .4  2 14 .3  2 14 .9  1 26 .5  1 10 .2  2 23 .5  2

韓國 12 .5  4 9 .8  2 7 .3 3 9 .3 3 11 .6  2 13 .7  2 _ _ _ _

進口
市場

中國 東協 日本 韓國

年度 01 09 01 09 01 09 01 09

臺灣 17 .1  2 6 .6  4 6 .8  4 6 .5  5 5 .4  6 5 .0  5 1 .5  1 0 2 .7  7

中國 _ _ _ _ 7 .4  2 14 .3  2 14 .9  1 26 .5  1 10 .2  2 23 .5  2

韓國 12 .5  4 9 .8  2 7 .3 3 9 .3 3 11 .6  2 13 .7  2 _ _ _ _

資料來源：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2010)

圖 7 金屬產業貿易市場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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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主要金屬產品出口表現：

競爭優勢（RCA)

出
口
表
現

次優勢

極優勢

次優勢次優勢

極優勢極優勢

中弱勢中弱勢

手工具、螺絲及
各類鋼捲板仍為
出口強項，但成
長趨緩

初級鋼材近年出
口高成長，是近
年金屬產業成長
主要動能

註：1.出口表現為 2001~2009年台灣個別產業出口複合年成長率減全球複合年成長率。

2. RCA為 2009年台灣個別產業出口全球占有率除以台灣金屬產業全球占有率。

3.根據 JETRO設定標準，RCA值>2.5為極優勢出口競爭力，1.25~2.5次優勢，0.8~1.25中等，

小於 0.8為弱勢產業。

資料來源：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2010)

圖 8 台灣主要金屬產品出口表現

1997 年金屬產業邁入兆元產值，金屬基本及金屬製品業由穩定平衡

發展過渡至結構調整，上游金屬基本業驅動成長，21 世紀初鋼鐵產業成

為我國第二個兆元產業，僅次於電子零組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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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2010)

圖 9 台灣主要金屬產品出口表現

南部地區金屬產業發展概況：

工業區

名稱
家數 員工數 主要行業

民雄 203 8 ,014 機械、化學製品、金屬製品

頭橋 75 3,455 金屬製品、食品、其他工業

嘉太 81 2,985 金屬製品、機械、運輸

朴子 44 570 金屬製品、食品、塑膠製品

義竹 18 384 食品、運輸、化學材料

工業區

名稱
家數 員工數 主要行業

民雄 203 8 ,014 機械、化學製品、金屬製品

頭橋 75 3,455 金屬製品、食品、其他工業

嘉太 81 2,985 金屬製品、機械、運輸

朴子 44 570 金屬製品、食品、塑膠製品

義竹 18 384 食品、運輸、化學材料

嘉義縣
工業區從業人數：15,408人 廠商數：421家

工業區

名稱
家數 員工數 主要行業

官田 168 6 ,678 食品、金屬製品、化學製品

永康 143 6 ,074 金屬製品、化學製品、金屬基本

新營 144 5 ,814 金屬製品、機械設備、塑膠製品

工業區

名稱
家數 員工數 主要行業

官田 168 6 ,678 食品、金屬製品、化學製品

永康 143 6 ,074 金屬製品、化學製品、金屬基本

新營 144 5 ,814 金屬製品、機械設備、塑膠製品

台南縣
工業區從業人數：18,566人 廠商數：455家

工業區

名稱
家數 員工數 主要行業

永安 65 3 ,951 金屬製品、機械、化學製品

仁武 35 1 ,930 金屬製品、金屬材料、機械

鳳山 83 923 運輸、機械、金屬製品

大發 521 16,170 金屬材料、金屬製品、機械

大社 12 2 ,429 化學材料、化學製品、機械

林園 26 4 ,413 化學材料、化學製品、石煤製品

工業區

名稱
家數 員工數 主要行業

永安 65 3 ,951 金屬製品、機械、化學製品

仁武 35 1 ,930 金屬製品、金屬材料、機械

鳳山 83 923 運輸、機械、金屬製品

大發 521 16,170 金屬材料、金屬製品、機械

大社 12 2 ,429 化學材料、化學製品、機械

林園 26 4 ,413 化學材料、化學製品、石煤製品

高雄縣
工業區從業人數：29,816人 廠商數：742家

台南市
工業區從業人數：29,309人 廠商數：648家

工業區

名稱
家數 員工數 主要行業

台南
科技 118 12 ,351 金屬製品、機械、電子零件

安平 530 16 ,958 塑膠製品、金屬製品、印刷

工業區

名稱
家數 員工數 主要行業

台南
科技 118 12 ,351 金屬製品、機械、電子零件

安平 530 16 ,958 塑膠製品、金屬製品、印刷

高雄市
工業區從業人數：33,947人 廠商數：474家

工業區

名稱
家數 員工數 主要行業

高雄臨海 474 33 ,947 金屬材料、機械、金屬製品

工業區

名稱
家數 員工數 主要行業

高雄臨海 474 33 ,947 金屬材料、機械、金屬製品

工業區

名稱
家數 員工數 主要行業

屏東 122 2 ,917 金屬製品、運輸、食品

內埔 45 3,202 食品、金屬製品、電子零件

屏南 86 3,027 金屬製品、金屬基本、食品

工業區

名稱
家數 員工數 主要行業

屏東 122 2 ,917 金屬製品、運輸、食品

內埔 45 3,202 食品、金屬製品、電子零件

屏南 86 3,027 金屬製品、金屬基本、食品

屏東縣
工業區從業人數：9,146人 廠商數：253家

南部共20個工業區，廠商2,993家，總從業人數13萬6千人，
主要特色產業為金屬基本/製品業及機械業

大社及林園為石化專區

資料來源：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2010)

圖 10 南部地區工業區產業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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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競爭大廠及動態：

表 16 台灣金屬產業廠商

產業組成 廠商名稱

鋼鐵製造
中鋼、世家興業、亞太隆剛、三昌合金、任昇鑄造、伸大實

特殊鋼、佳衍、上凡

鋁製造
聖強、五泰精密、合峻、曄華、五泰精密、佑昇、兆宏、凱

銘、力源、福記、聯吉、茂嘉

銅製造
台灣美加、勤仲、慶鈺、佳昌、吉雄、瑞成、鎮彰、統鉦精

密、鑫綠泰、弘翌

金

屬

上

游

其他基本金屬製造
新永順、高彥、昇燕、三和厲煉、上祈、世元五金、主益、

乃順、仙旺、佳龍、傑生

金屬手工具及模具

製造

公準精密、建暐精密、直正精密、一德金屬、七隆緞品、三

協工具、三鼎、丁王、偉呈、健強、信全昌精密、偉群、信

輝五金、中鋼

金屬結構及建築組

件製造

傳展、台灣皮拉、名祥、奇英、上千、世紀鋼鐵結構、中生

機械、中鋼、久中五金、丰采

金屬容器製造
傑挺、僑茂、十地、協田、一翔、久用、亞力士、佳美谷、

來欣鐵、保勝、傑挺、元凱

其他金屬製品製造
三煜、上鑫、世德、中聯、一樣精密、丁揚興業、三易、上

煒、久豪、乙元、久隆、上光機械

金

屬

下

游

金屬加工處理

中鴻鋼鐵、上永興、主格、一成、三春、七富、三榮、上萊、

上原、丕翔、世昌、俊兆、佳貿、信怡、信豪、光興、光華、

全聯金屬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整理(2010)

高雄市基本金屬產業，以鋼板捲、鋼筋、鋼胚廠商家數較多；金屬

製品產業，以高爾夫球頭廠商家數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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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2010)

圖 11 高雄市金屬產業經營分布

高雄縣基本金屬部分，以鋼板、鋼管商家數較多；金屬製品產業，

以螺絲螺帽、熱處理、高爾夫球頭廠商家數較多。

資料來源：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2010)

圖 12 高雄縣金屬產業經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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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產業發展方向：

提
高
金
屬
產
業
附
加
價
值

提
高
金
屬
產
業
附
加
價
值

推動水平或垂直整合，共同研製新產品推動水平或垂直整合，共同研製新產品發展高附加價值產品發展高附加價值產品

協助廠商進入能源、醫材、汽車等產業協助廠商進入能源、醫材、汽車等產業切入高價值新興產業切入高價值新興產業

協助廠商發展高性能、多用途材料協助廠商發展高性能、多用途材料發展高品級金屬材料發展高品級金屬材料

產銷合作平台、製造服務化、自有品牌產銷合作平台、製造服務化、自有品牌創新與改善營運模式創新與改善營運模式

資料來源：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2010)

圖 13 台灣金屬產業發展方向

(三 )投資高雄的競爭優勢：

高雄地區基本金屬、金屬製品產業約占近三成之總體產業產值，多數

廠商集中於產業鏈下游。由於高地區現有鋼鐵金屬產業成熟度高，全

國相關產業 80%落於此地區，形成重要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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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0)

圖 14 高雄地區金屬產業廠商於產業鏈分布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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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是南部聚廠商群聚之地：(1)原高雄縣境內約有 227 家模具廠，約

占全國模具廠商家數的 6.6%，其中又以岡山鎮為最多，達 48 家；其

次為仁武鄉及大寮鄉，廠商家數分別為 34 家與 28 家；(2)已有廠商具

備超精密級模具技術水準，如：建通精密、公準精密、建暐精密公司；

(3)周邊光電、綠能、醫材等產業群聚，成為帶動精微模具發展的動力。

◎公準精密：主要產品有IC封裝模具及設備、
連續沖壓模具、塑膠射出成型模具......

◎建暐精密：主要產品有IC封測模具、光碟
片、光電精密模具與量測儀器......

◎建通精密：連續端子、電子零件、
連續端子壓著機、光纖陶瓷連接
器、光通訊被動元件、引線框架

形成螺絲螺帽、汽機車零組件等產業聚
落，已吸引眾多模具廠及熱處理廠進駐

：現有金屬製品產業聚落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0)

圖 15 高雄地區金屬製品產業群聚及重要廠商

金屬中心 (2010)指出，高雄縣長期具有螺絲螺帽、機車零組件、金屬

表面處理等產業群聚優勢，加上光電、通訊、醫療器材等新興產業的

快速萌芽，帶動高雄縣產業發展的第二引擎。因此，高雄縣極為適合

發展精微模具產業，尤其在微扣件、微光學零件與極需高精密要求水

準的醫療器材產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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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產成本

(一 )土地租金成本：

不分產業之共同性土地租金成本請參見「高雄地區整體招商引資說

帖」之「生產條件」內容。以下說明與金屬產業相關投資區域之土地租

金成本相關資訊：

高雄科學園區：

高雄科學園區總面積為 570 公頃，重點產業為積體電路、光電、精密

機械、生物科技、醫療器材等。園區基地水電充足，無淹水紀錄，亦

無斷層通過，是亞太地區具潛力之科技基地。對外聯外交通便利，經

由中山高速公路、台 1 線及台 17 線省道，通往高雄市區、台南市、台

南機場都只需 20 分鐘車程。

高雄科學園區 2010 年 10 月開始提供廠商進駐設廠，至 2010 年 07 月

為止，已有效核准 59 家廠商之投資申請，目前園區土地核配率已達

76,53%。預估 2020 年產值可達新台幣 5,000 億元，員工人數達 42,000

人。高雄科學園區將結合楠梓加工出口區、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高

雄軟體科技園區及屏東二代加工出口區，形成南台灣科技走廊。

精密機械為此園區重點引進之高科技產業之一，包含自動化系統、精

密模具、 IC 及 LCD 製程設備、控制器、微電子精密機械、感測器及

醫療儀器等，為引進之相關產品範圍。

土地租金每月 0.91 元 /平方公尺；標準廠房租金每月 103~120 元 /平方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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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園區生技醫療器材產業專區 (KSMD)：

依據 2007 年總統宣示，行政院積極打造三座指標性生技園區產業聚

落，其中高雄科學園區以引進牙科、骨科及手術刀等金屬及精密微機

電儀器業為主。高雄園區生技醫療器材產業專區是南科管理局為配合

地方產業特色特別規劃之產業專區，期能整合南部醫療院所、學校與

研發機構之研發資源，形成具特色之醫療器材產業聚落。

未來 4 年預計引進超過 15 家醫材廠商，投資額新台幣 20 億元，年產

值達新台幣 200 億元，聘僱員工人數約 2,000 人。

依據「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九條規定，劃定科學園區為

保稅區，賦予保稅便利，保稅範圍包括新竹園區及竹南、銅鑼基地及

台南園區、高雄園區等，保稅區間交易無需繳稅。

進口保稅物資免稅：依據「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二十條規

定，園區事業自國外輸入自用機器、設備，免徵進口稅捐、貨物稅及

營業稅。

研究補助費：創新研發補助，補助額最高 500 萬元。

土地租金每月 11.21 元 /平方公尺、廠房租金每月 9~114 元 /平方公尺。

(二 )勞工成本：

台灣約有 1,000 萬勞動人口，其中 35%具有大專或大學以上學歷，每

年亦有 32 萬大專以上畢業生，充分供應工商業的人力需求。

台灣法定的最低薪資，按月計酬者，法定最低薪資為新台幣 17,880 元；

按時計酬者，其每小時最低薪資為新台幣 9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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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台灣金屬相關行業平均薪資

行業名稱 平均薪資 (元 )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33,869

基本金屬製造業 48,542

金屬製品製造業 31,810

機械設備製造業 34,834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34,986

註：資料為 2010年 10月台灣各業平均薪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三 )水電費：

根據美國能源資訊協會及馬來西亞電力公司 2009 年對世界 26 國用電

統計比較，住宅及工業用電平均單價我國排名為第三低。另外，在亞

洲新興國家中，除韓國、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區平均水價均高於

我國；歐洲國家之平均單位水價幾乎是我國 3 至 17 倍。

供電方面：高雄市有全國最大的大林火力發電廠、興達火力發電廠、

南部火力發電廠、高屏水力發電廠，滿足工業區廠商生產用電與一般

民生用電；用水方面，有阿公店、澄清湖、鳳山、南化水庫等，提供

充裕的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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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主要城市水價及電價比較

(水價單位：新台幣元/立方公尺，電價單位：新台幣元/瓩小時)

註：台幣對美元換算匯率為 1美元=31.517台幣(2008年平均匯率)。

*新加坡平均電價係依網站公布之電價列計；香港則依其 2008年平均電價推算；南韓係採 2008

年年中之匯率換算。

資料來源：The Intem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ELECTRICITY INFORMATION (2009 Edition)》

及馬來西亞電力公司(TNB) 2009年統計資料。

(四 )通訊：

資訊通信設備完善：高雄市市話普及率達 97.56%、行動電話普及率達

92.5%、家庭上網率達 76%、寬頻網路使用率達 63.37%。

各國行動電話通話費：

表 19 各國行動電話通話費

資料來源：新美國基金會開放科技計畫(OTI)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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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國行動電話簡訊費：

表 20 各國行動電話簡訊費

資料來源：新美國基金會開放科技計畫(OTI)網站

(五 )聯外交通：

高雄地區的交通工具上，主要可以透過公路、鐵路、空運與海運等

四種工具可供選擇，以下分別說明。

公路運輸：高雄地區現有之公路系統可分為高速公路、省道、縣道及

市區幹道等四部份。由於市區內部道路體系已高度發達，因此不予贅

述。在對外公路交通方面，主要有國道一號 (中山高 )、國道三號 (福爾

摩沙高 )、國道十號、省道台一線以及台 88 號快速道路貫穿其中，交

通動線四通八達。

鐵路運輸：鐵路運輸方面，則有台鐵高雄站與高鐵左營站，可供都市

間的交通運輸，其中高鐵左營站至台北站僅需 96 分鐘。在高雄縣市的

鐵路運輸上則可利用台鐵以及捷運紅、橘雙線，以高雄火車站為核心，

在 30 分鐘內，其北可達橋頭、其南可達小港、其東可達大寮、其西可

達西子灣，至高雄國際機場亦僅需 16 分鐘的時間。

航空運輸：台灣地區現有桃園及高雄小港兩處國際航線專用機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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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雄小港機場是我國第二大的國際機場，在高鐵通車前亦肩負國

內南北航空運輸樞紐的重要地位，目前則以離、外島，如金門、澎湖

以及本島花蓮線為主。至於在國際航線上，高雄小港機場飛航東亞交

通圈 (東京、首爾、上海、香港、馬尼拉及新加坡等 )在一日以內均可

來回，有助於國際企業在高雄設立東亞營運中心。

海 (河 )運輸：高雄為我國第一大港市，而高雄港為我國海運之主要門

戶，在台灣各地港口中，高雄港是運量規模最大之國際港，每年進出

口貨櫃運量占全國總運量近 75%。在國際航線上，高雄港位於東亞島

鏈的中心，至東京、斧山、上海、香港、馬尼拉及新加坡等亞太主要

港口的平均航行時間最短，有助於高雄地區成為服務歐美跨國企業與

產品貿易的亞太營運與物流中心。

五、賦稅規定

(一 )營利事業所得稅：

總機構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含外商在台子公司 )，應就我國境內外

全部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但其來自我國境外之

所得，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得自應納稅額中扣抵。

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其國外所得而增加之應納稅額。

總機構在我國境外之在台營利事業 (如外商在台分公司 )，有我國來源

所得者，應就其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依「所得稅法」規定課

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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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

課稅所得額 (P)級距 稅率

120,000 元以下 免稅

超過 120,000 元
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 17%，但其應納稅額不

得超過課稅所得額超過 12 萬元以上部分之半數

資料來源：財政部賦稅署(2010)

(二 )個人所得稅：

凡有我國來源所得之個人，不論其為本國人或外國人，亦不論其是

否居住我國境內，均應就我國來源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

表 22 綜合所得稅稅率參考

單位：新台幣元

綜合所得淨額 稅率 累進差額 應納稅額

0— 500,000 × 5% — 0 ＝

500,001— 1,090,000 × 12% — 35,000 ＝

1,090,001— 2,180,000 × 20% — 122,200 ＝

2,180,001— 4,0900,000 × 30% — 340,200 ＝

4,0900,000 以上 × 40% — 749,200 ＝

資料來源：財政部賦稅署(2010)

(三 )營業稅：

在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課徵營業稅。營業

稅之課徵區分為加值型營業稅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加值型營業稅：係就企業在產銷過程中之加值課徵之租稅。除適用零

稅率及免稅之項目外，現行加值型營業稅稅率為 5%(應納營業稅=銷項

稅額 -進項稅額 )。

非加值型營業稅：課徵非加值型營業稅之行業包括金融及保險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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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業、特種飲食業、小規模營業人及財政部規定免予申報銷售額之營

業人等。但可依規定申請核准改採加值型營業稅。前述行業按其銷售

總額課稅，不能扣抵進項稅額，最高稅率為 25%、最低為 0.1%。

(四 )進出口關稅：

以下說明金屬產品進出口關稅情形：

表 23 金屬產品平均進出口關稅

產業涵蓋

範疇 (本研

究定義 )

台灣各類產品

進口關稅

中國各類產品

出口關稅

歐盟各類產品

出口關稅

美國各類產品

出口關稅

日本各類產品

出口關稅

基本金屬；

金屬製品

鋼鐵製品

0-10%；

銅及其製品

0-5%；

鎳及其製品

0-1.5%；

鋁及其製品

0-10%；

鉛及其製品

0-2.5%；

鋅及其製品

0-2.5%；

錫及其製品

0-2%；

其他卑金屬、

瓷金及其製品

0-5%；

雜項卑金屬製

品 0-10%

平均關稅 10% 鋼鐵製品

0-3.7%；

銅及其製品

0-5.2%；

鎳及其製品

0-3.3%；

鋁及其製品

0-10%；

鉛及其製品

0-5%；

鋅及其製品

0-5%；

錫及其製品

0%；

其他卑金屬、

瓷金及其製品

0-9%；

雜項卑金屬製

品 0-2.7%

鋼鐵製品

0-8.59%；

銅及其製品

0-3%；

鎳及其製品

0-3%；

鋁及其製品

0-5.79%；

鉛及其製品

0-3%；

鋅及其製品

0-4.2%；

錫及其製品

0-3%；

其他卑金屬、

瓷金及其製品

0-7%；

雜項卑金屬製

品 0-6.09%

鋼鐵製品

0-3.29%；

銅及其製品

0-3%；

鎳及其製品

0-11.7%；

鋁及其製品

0-7.5%；

鉛及其製品

0-3%；

鋅及其製品

0-3%；

錫及其製品

0-3%；

其他卑金屬、

瓷金及其製品

0-3%；

雜項卑金屬製

品 0-5.29%

資料來源：關稅總局、工研院 IEK整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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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資獎勵措施及行政措施支援

(一 )相關政府產業輔導計畫：

表 24 國內金屬產業重點支援發展計畫

計畫名稱 實施期間 主管機關

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輔導計畫 1991 年 ~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 2002 年 ~
經濟部工業局

財團法人科技專案 1979 年 ~

業界開發產技術計畫 1999 年 ~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1999 年 ~

學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 2001 年 ~

鼓勵國外企業在台設立研發中心

計畫
2002 年 ~

創新科技應用與服務計畫 2008 年 ~

經濟部技術處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整理(2010)

(二 )中央租稅優惠：

稅務競爭優勢：營利事業所得稅 17%，相較中國大陸 25%、韓國 22%

為低，與新加坡 17%、香港 16.5%相當。

中央投資優惠政策方案─研發經費補助：主導性新產品開發之獎勵措

施補助、產業技術研發之補助、研發中心補助。

加工出口區租稅優惠：免關稅、免營業稅、免貨物稅、免契稅，及營

利事業所得稅、廠房貸款、房屋稅等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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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加工出口區租稅優惠

註：依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主管機關：經濟部；實施期間自 1972年起)整理而成。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

(三 )產業創新條例優惠：

根據 99 年新實施之「產業創新條 � 」明定，公司得於研究發展支

出 � 額 15%限 � 內抵減當 � � 應納營 � 事業所得稅，並 � 超過該公司當

� � 應納營 � 事業所得稅額 30%為限，並同步修正所得稅法調 � 營 � 事

業所得稅稅 � 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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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產業創新條例減免優惠

項 目 內 容

研究與發展
投資於研發支出金額 15%內，可抵減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但以稅額的 30%以內為限。

生技新藥產業
投資於研發及人才培訓支出金額 35%限度內，抵減營利事業所

得稅。

進口國內無產製機

器設備

自國外進口國內尚未產製之機器設備，可享有免徵進口關稅之

優惠。

支付國外權利金免

納所得稅

自國外引進新生產技術或商品，而使用外國營利事業所有之專

利權、商標權或各種特許權，經經濟部工業局專案核准者，其

所給付外國事業之權利金免納所得稅。

支付國外技術服務

報 酬 適 用 1.7%或

2.25%優惠稅率

總機構在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在我國境內經營國際運輸、承

包營建工程、提供技術服務或出租機器設備，其成本機構或營

業代理人，得申請核准適用優惠所得稅稅率，國際運輸業優惠

稅率為 1.7%，其他業務優惠稅率為 2.25%。

民間參與重大公共

建設

民間參與重大公共建設得享 5 年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投資抵

減、興建機具免徵進口關稅；房屋稅、地價稅、契稅減免。營

利事業投資參與重大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亦享有應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之抵減。

註：1.本條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2.本條例自九十九年五月十二日開始施行，但第 10 條施行期間自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

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資料來源：產業創新條例



金屬產業

41

(四 )科學園區投資優惠：

表 27 科學園區投資優惠

註：1.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主管機關為國家科學委員會，自 2004年起實施。

2.科學園區創新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獎助要點，主管機關為國家科學委員會，於 1992年修正。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

七、與其他競爭對手國投資環境之分析比較

我國金屬產業主要競爭對手包含：日本、韓國。其中，我國「整體

國家競爭力」表現優於日本、韓國；我國「成長競爭力」表現優於韓國；

我國「投資環境」」表現優於日本、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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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我國金屬產業競爭對手投資環境分析比較

註：世界經濟論壇(WEF)資料為 2009年 ~ 2010年排名，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BER)

資料為 2010年，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為 2010年,其餘為 2006年排名。

資料來源：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10 、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9-2010(WEF)、HRRP/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

(2010)、Country Forecast-Global Outlook/EIU(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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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旅遊產業

一、投資利基簡述

(一 )開放陸客來台，帶來廣大觀光商機：

開放陸客來台，刺激來台觀光人次：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2010)

圖 16 開放陸客來台後來台人數增加人次

(二 )ECFA 開放會議服務業，為高雄觀光旅遊產業帶來投資利多：

會議服務業被列為兩岸 ECFA 服務貿易早收清單：

ECFA 大陸給予我國早收清單中，允許大陸服務提供者在臺灣以獨

資、合資、合夥及設立分公司等形式設立商業據點，提供會議服務。ECFA

我國給予大陸早收清單，則允許大陸服務提供者在台灣以獨資、合資、

合夥及設立分公司等形式設立商業據點，提供會議服務。此外，亦允許

大陸企業或事業單位、與會展相關之團體或基金會等來臺從事與臺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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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產業之企業或公會、商會、協會等團體合辦之專業展覽，惟須符合相

關規定。

會展或大型活動對於住宿業營收有頗大貢獻：

表 29 世運、台灣國際扣件展對於住宿業經濟效益

會展、大型活動 經濟效益

世  運
飯店營業總額約 2 億元，整體觀光收益 (含餐飲及交通 )業營收超

過 20 億元

臺灣國際扣件展 提高約 30%住宿率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整理(2010)

(三 )高雄擁有獨特的在地食品，高雄餐旅學院的技術及經驗支應，

可作為發展特色美食或食品創新之基礎：

魚類方面，高雄縣石斑、鱸魚及虱目魚產值及產量全國第一；糕餅方

面，許多傳統餅店於高雄發跡，如：舊振南、吳記等名聞遐邇。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近年來在促進產學合作，協助產業研發創新、創意

商品上不遺餘力，積極成為企業的關鍵夥伴。其與東港著名餐廳張家

食堂產學合作，協助開發出創意伴手禮商品—櫻花蝦巧克力，並順利

完成技術移轉，提供張家食堂於其伴手禮品牌新創品牌「東港東西」

門市與宅配販售，銷售業績長紅，櫻花蝦巧克力的創新與創意，更獲

得消費者青睞，成為遊客致贈親友的最佳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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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高雄縣具有多元宗教、溫泉、農業及客家風情特色，可作為發

展觀光旅遊業廣大的腹地：

‧廠商集中於三民、新興、苓雅區
‧遊憩港埠、港埠旅運中心
‧國際會展中心、流行音樂中心及規劃
中的沿海輕軌等
‧漢神巨蛋、三多、新崛江、五甲商圈

【觀光旅遊】

‧寺廟朝聖
‧美濃客家文化
‧旗山老街文化
‧原住民文化
‧茂林國家風景區
‧惡地形景觀
‧義大世界

【觀光旅遊】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0)

圖 17 高雄地區觀光旅遊產業資源分布

(五 )看準陸客商機，已有數家飯店業積極投資高雄：

表 30 北高兩地興建中的觀光飯店

名稱 投資地點 房間數 投資金額 (億元 ) 預訂完工

W 飯店 403 37.2 2010 年底

美福國際觀光飯店 153 50* 2012 年 12 月

宜華國際觀光飯店 352 62* 2013 年 6 月

大直福華

台北市

320 50* 2014 年

陽光大飯店 86 4.83 2010 年底

福容大飯店 250 2.08 2010 年底

鼎鼎大飯店

高雄市

308 44* 2012 年 9 月

註：*含購置土地金額。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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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分析

(一 )各客源來台旅客均呈現成長趨勢，來台觀光風潮盛行：

世界觀光 � 遊委員會 (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 WTTC)指出，

2009 � 全球觀光產業規模 (包含觀光相關產業、投資及稅收等 )預計占

全球 GDP 的 9.4%(5 兆 4,740 萬美元 )，預估 2019 � 全球觀光產業規模

約占全球 GDP 的 9.5%(10 兆 4,780 萬美元 )。

在全球入境 � 客觀光市場中，亞太地區占全球入境 � 客中的百分之

20%，僅次於歐洲市場 (53%)。2008 � 到訪亞太地區的全球觀光客約有

1 億 8,800 萬人次，較 2007 � 成長 1.6%。

表 31 近期來台旅遊市場情況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2010)

(二 )高雄發展國際觀光旅館、食品創新研發之效益：

國際觀光旅館發展效益：1. 提升旅館品質形象，並滿足日後舉辦大型

活動數量上之需要；2. 2009 年高雄地區國際觀光旅館年營收約 42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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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客房數 374 間 )，若數量正向倍增，可創造逾 80 億元產值。

食品創新研發發展效益：1. 開發高雄代表性食品，或可延長保存期限

之伴手禮，以創造高雄在地食品特色，提升整體觀光收益；2. 預估每

年創造 7 億元產值。

三、競爭分析

(一 )外商來台投資的優勢：

根據世界經濟 � 壇 (WEF)公布的「 2009 � 觀光 � 遊競爭 � 報告」，台

灣在 133 個接受評比國家中，排名第 43 位；在亞洲排名第 7，僅次於

新加坡、香港、日本、韓國、馬 � 西亞及泰國。此外，台灣在 2004 �

後一 � � 國際觀光宣傳強 � 推廣下， � 台 � 客人 � 逐 � 成長。以下為

2004~2008 � 亞太地區各國入境觀光人次規模：

表 32 亞太地區各國入境觀光人次規模-2004~2008年

單位：萬人次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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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競爭大廠及動態：

表 33 台灣觀光旅遊業廠商

產業組成 廠商名稱

住宿
圓山、國賓、華國、華泰、國王、豪景、凱撒、神旺、國聯、

浮華、遠東、漢來、金典

餐飲 邑法、義廚、金銀谷、寶祥、秋水堂、盛隆

旅行業
玉山、行邦、長安、理想、三竹、康喜、東榮、日昇、建華、

東南、正泰、正和、冠鈞、大瑞

藝術娛樂休閒服務 統立、宏興育樂、世界山莊、新光兆豐、樹籽

客運 統聯、和欣、阿羅哈、豐原汽車、國光、噶瑪蘭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整理(2010)

透過海上藍色公路路線與沿線港灣、聚落之地景與空間營造，並鼓勵

重點地區觀光關聯產業之發展，同時配合省道台 17 線濱海公路之景觀

道路規劃，發展新型態的跨域觀光遊程。

串連海港聚落與景點之活動，透過觀光旅遊活動之熱絡，以及旗艦觀

光產業之引導，將可振興港灣周邊聚落休閒產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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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

圖 18 高雄縣市觀光旅遊活動聚落

(三 )投資高雄的競爭優勢：

高雄港位居亞太海空轉運樞紐，地理區位優越，可吸引周邊中國及東

北亞、東南亞國家觀光客前往。

承辦 2009 世運的成功經驗，促進觀光產業發展軟硬體條件趨於成熟。

高雄地區生活機能完整，物價及生活成本較其他知名城市相對低廉，

吸引外地遊客到訪。

觀光旅遊相關投資正積極展開佈局，包含：亞洲豪華遊艇製造專區、

興達港遊艇產業專區、高雄世貿展覽會議中心、高雄港客運專區─港

埠旅運中心、衛武營都會公園與藝術文化中心、大東文化藝術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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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高雄市觀光資源一覽表

資料來源：高雄地區產業再生策略規劃(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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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高雄縣觀光資源一覽表

資料來源：高雄地區產業再生策略規劃(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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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產成本

(一 )土地租金成本：

不分產業之共同性土地租金成本請參見「高雄地區整體招商引資說

帖」之「生產條件」內容。由於高雄地區為發展觀光旅遊產業，正積極

投資相關區域，惟因未建成營運而未有土地租金成本之問題，故以下先

將重點觀光旅遊投資區域進行說明：

亞洲豪華遊艇製造專區：於南星計畫規劃有 105 公頃土地作為遊艇產

業專區，預計投入 24 億經費，於 2014 年完成遊艇製造專區；並於愛

河灣設置遊艇碼頭，發展遊艇娛樂產業。目前已有唐榮、巨星、宏海、

合浩等遊艇公司表示進駐意願。總投資額將達新台幣 50 億元，預估有

100 億商機，將可創造 5,000 至 8,000 人就業機會。

興達港遊艇產業專區：專區預計使用興達港臨港 (海 )機 9、工 21、工

13 及工 14 等鹽灘用地面積為 45.9 公頃，規劃為「海洋產業專區」，

發展遊艇製造、遊憩休閒、漁業生技、海洋科技四大主題產業。目前

已有大型遊艇製造業者進駐。另外，國科會「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的研究總部進駐興達港，未來將可為高雄遊艇產業提供技術合作，提

升整體研發能力。

高雄世貿展覽會議中心：位於多功能經貿園區中，緊鄰高雄港和新光

碼頭，南邊為高雄軟體科技園區，離捷運 R8 站步行僅需 10 分鐘。規

劃有 1,500 個展覽攤位、2,000 人大型會議室。預計 2013 年底完工，

將以 OT 方式委由民間營運，作為大型研討會議場地及大規模展示活

動場域，勢將帶動南台灣會展產業與觀光發展。

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南台灣流行音樂表演場館及海洋文化教育



觀光旅遊產業

53

與展示中心，位於高雄港 11-15 號碼頭，面積 12.5 公頃，規劃戶外劇

院逾 12,000 席，九座室內展演空間總計 6,000 席，興建經費新台幣 54

億 5 千萬元，預計 2015 年完工啟用。啟用後將引領海洋文化、觀光與

文創產業發展，並建構音樂表演及技術人才培訓中心。

高雄港客運專區─港埠旅運中心：由交通部高雄港務局投資 28.51 億

元，於高雄港 18-21 號碼頭興建港埠旅運中心，預計 2014 年完工營運，

完工後碼頭長度 726 公尺、水深 10.5 公尺，可同時停泊兩艘國際級的

觀光郵輪，旅運中心每小時可服務的通關人數超過 2,000 人。港埠旅

運中心將改善旅運空間，提升商港服務品質及機能，並開發高雄港成

為國際旅運服務與商業中心，朝向國際郵輪母港發展，促進國家及地

方觀光產業之發展。

衛武營都會公園與藝術文化中心：衛武營都會公園面積占地 57 公頃，

是台灣目前最大的自然生態都會公園。以自然生態為前提理想的衛武

營都會公園，成為南高雄地區「綠色之肺」，未來將積極發揮文化、

藝術、教育、觀光等多元化功能。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係委託來自荷

蘭知名設計師 Francine Houben設計，規劃包含 2,260席的戲劇院、2,000

席的音樂廳、1,254 席的中型劇場、470 席的演奏廳等相關設施，預計

2012 年完工啟用，提供國家級表演藝術場地設施，帶動相關產業發展。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占地 3.04 公頃，包含 800 席中

型戲劇廳及 200 席小型室內演奏廳，是一座兼具圖書館、展覽、演藝

等多功能之文化藝術園區，並結合鄰近澄清湖園區、勞工育樂中心、

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及衛武營國家劇院之建設等，共同形成南方大高

雄文化生活網絡，未來完工後可形成影音文化藝術園區，促進高雄地

區文化發展、城鄉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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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勞工成本：

台灣約有 1,000 萬勞動人口，其中 35%具有大專或大學以上學歷，每

年亦有 32 萬大專以上畢業生，充分供應工商業的人力需求。

台灣法定的最低薪資，按月計酬者，法定最低薪資為新台幣 17,880 元；

按時計酬者，其每小時最低薪資為新台幣 98 元。

表 36 台灣觀光旅遊相關行業平均薪資

行業名稱 平均薪資 (元 )

住宿服務業 30,421

餐館業 23,851

其他餐飲業 31,883

旅行業 35,085

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30,599

鐵路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 51,765

公共汽車客運業 42,879

其他汽車客運業 21,984

註：資料為 2010年 10月台灣各業平均薪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三 )水電費：

根據美國能源資訊協會及馬來西亞電力公司 2009 年對世界 26 國用電

統計比較，住宅及工業用電平均單價我國排名為第三低。另外，在亞

洲新興國家中，除韓國、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區平均水價均高於

我國；歐洲國家之平均單位水價幾乎是我國 3 至 17 倍。

供電方面：高雄市有全國最大的大林火力發電廠、興達火力發電廠、

南部火力發電廠、高屏水力發電廠，滿足工業區廠商生產用電與一般

民生用電；用水方面，有阿公店、澄清湖、鳳山、南化水庫等，提供

充裕的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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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主要城市水價及電價比較

(水價單位：新台幣元/立方公尺，電價單位：新台幣元/瓩小時)

註：台幣對美元換算匯率為 1美元=31.517台幣(2008年平均匯率)。

*新加坡平均電價係依網站公布之電價列計；香港則依其 2008年平均電價推算；南韓係採 2008

年年中之匯率換算。

資料來源：The Intem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ELECTRICITY INFORMATION (2009 Edition)》

及馬來西亞電力公司(TNB) 2009年統計資料

(四 )通訊：

資訊通信設備完善：高雄市市話普及率達 97.56%、行動電話普及率達

92.5%、家庭上網率達 76%、寬頻網路使用率達 63.37%。

各國行動電話通話費：

表 38 各國行動電話通話費

資料來源：新美國基金會開放科技計畫(OTI)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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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國行動電話簡訊費：

表 39 各國行動電話簡訊費

資料來源：新美國基金會開放科技計畫(OTI)網站

(五 )聯外交通：

高雄地區的交通工具上，主要可以透過公路、鐵路、空運與海運等

四種工具可供選擇，以下分別說明。

公路運輸：高雄地區現有之公路系統可分為高速公路、省道、縣道及

市區幹道等四部份。由於市區內部道路體系已高度發達，因此不予贅

述。在對外公路交通方面，主要有國道一號 (中山高 )、國道三號 (福爾

摩沙高 )、國道十號、省道台一線以及台 88 號快速道路貫穿其中，交

通動線四通八達。

鐵路運輸：鐵路運輸方面，則有台鐵高雄站與高鐵左營站，可供都市

間的交通運輸，其中高鐵左營站至台北站僅需 96 分鐘。在高雄縣市的

鐵路運輸上則可利用台鐵以及捷運紅、橘雙線，以高雄火車站為核心，

在 30 分鐘內，其北可達橋頭、其南可達小港、其東可達大寮、其西可

達西子灣，至高雄國際機場亦僅需 16 分鐘的時間。

航空運輸：台灣地區現有桃園及高雄小港兩處國際航線專用機場，其



觀光旅遊產業

57

中，高雄小港機場是我國第二大的國際機場，在高鐵通車前亦肩負國

內南北航空運輸樞紐的重要地位，目前則以離、外島，如金門、澎湖

以及本島花蓮線為主。至於在國際航線上，高雄小港機場飛航東亞交

通圈 (東京、首爾、上海、香港、馬尼拉及新加坡等 )在一日以內均可

來回，有助於國際企業在高雄設立東亞營運中心。

海 (河 )運輸：高雄為我國第一大港市，而高雄港為我國海運之主要門

戶，在台灣各地港口中，高雄港是運量規模最大之國際港，每年進出

口貨櫃運量占全國總運量近 75%。在國際航線上，高雄港位於東亞島

鏈的中心，至東京、斧山、上海、香港、馬尼拉及新加坡等亞太主要

港口的平均航行時間最短，有助於高雄地區成為服務歐美跨國企業與

產品貿易的亞太營運與物流中心。

五、賦稅規定

(一 )營利事業所得稅：

總機構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含外商在台子公司 )，應就我國境內外

全部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但其來自我國境外之

所得，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得自應納稅額中扣抵。

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其國外所得而增加之應納稅額。

總機構在我國境外之在台營利事業 (如外商在台分公司 )，有我國來源

所得者，應就其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依「所得稅法」規定課

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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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 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

課稅所得額 (P)級距 稅率

120,000 元以下 免稅

超過 120,000 元
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 17%，但其應納稅額不

得超過課稅所得額超過 12 萬元以上部分之半數

資料來源：財政部賦稅署(2010)

(二 )個人所得稅：

凡有我國來源所得之個人，不論其為本國人或外國人，亦不論其是

否居住我國境內，均應就我國來源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

表 41 綜合所得稅稅率參考

單位：新台幣元

綜合所得淨額 稅率 累進差額 應納稅額

0— 500,000 × 5% — 0 ＝

500,001— 1,090,000 × 12% — 35,000 ＝

1,090,001— 2,180,000 × 20% — 122,200 ＝

2,180,001— 4,0900,000 × 30% — 340,200 ＝

4,0900,000 以上 × 40% — 749,200 ＝

資料來源：財政部賦稅署(2010)

(三 )營業稅：

在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課徵營業稅。營業

稅之課徵區分為加值型營業稅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加值型營業稅：係就企業在產銷過程中之加值課徵之租稅。除適用零

稅率及免稅之項目外，現行加值型營業稅稅率為 5%(應納營業稅=銷項

稅額 -進項稅額 )。

非加值型營業稅：課徵非加值型營業稅之行業包括金融及保險業、典

當業、特種飲食業、小規模營業人及財政部規定免予申報銷售額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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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等。但可依規定申請核准改採加值型營業稅。前述行業按其銷售

總額課稅，不能扣抵進項稅額，最高稅率為 25%、最低為 0.1%。

(四 )進出口關稅：

觀光旅遊產業屬於「服務業」，應與進出口產品關稅無涉。

六、投資獎勵措施及行政措施支援

(一 )興建觀光遊憩重大設施租稅抵免：在國家公園、風景區、風景特定

區興建「觀光遊憩重大設施」，得依「促進民間 � 與公共建設法」(主

管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自 2000 年開始施行 )規定，享有 5

� 免納營 � 事業所得稅、抵減應納營 � 事業所得稅額、免徵或分期

繳納進口關稅、減免地價稅、房屋稅及 � 稅，以及所發 � 股票股價

抵減應納營 � 事業所得稅額之優惠。

(二 )中長期資 � 優惠貸款：總投資 � 額 10 億元以上之政府重大建設、1

億元以上之民間投資計畫，或經經建會審議通過之投資計畫，得依

� 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中長期資 � 運用策劃與推動要點」(行政院

98年 8月 24日院臺財字第 0980053556 號函准予備查 )申請中長期資

� 優惠貸款。

(三 )獎勵觀光產業升級優惠貸款要點 (主管機關：交通部觀光局；實施期

間：自 2008 年起 )：

 � 息補貼：觀光 � � 業、 � � 業、觀光遊 � 業購置 (建 )機器、設備、

土地、營業場所、資本性修繕及資訊化資 � ，得貸款新台幣 3 億元

( � � 社貸 6 千萬元 )，並給予 � � 補貼 1.5%，貸款 � 限 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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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 � 週轉：為 � 營運資 � 之週轉，觀光 � � 業、 � � 業、觀光遊

� 業可貸周轉 � 新台幣 5,000萬元，� � 社可貸 500至 1,000萬元。

(四 )觀光產業配合政府 � 與國際宣傳推廣投資抵減：配合政府 � 與國際

宣傳推廣、 � 加國際觀光組織、 � 加 � 遊展覽及推廣會議 � 遊之費

用，得依「發展觀光條 � 」 (主管機關：在中央為交通部、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 為縣  (市 ) 政府；自 1969 年公佈施行、

2009 修正 )抵減當 � � 應納營 � 事業所得稅額。

(五 )補助獎 � 觀光產業取得專業認證 (主管機關：交通部觀光局；中華民

國 99 年 10 月 15 日觀業字第 09930023891 號修正令發布 )：

 專業認證之認定：管 � 系統驗證 (ISO 認證 )、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

(HACCP 認證 )、 � � 業環保標章、 � 建築標章、溫泉標章、五常

法 (5S)及其他相關經觀光局審查認可補助之國內外專業認證。

 補助項目及 � 額：驗證相關規費全額補助，顧問費、硬體設施費

或檢驗費，依實際支出 � 額 50%之範圍內予以補助，2 者合計以

新台幣 500 萬元為上限。

 實施期間為 2009 � 至 2012 � 。

(六 )觀光業設置特殊語文服務機制實施要點 (主管機關：交通部觀光局；

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 23 日交通部觀企字第 09800306251 號令修正並

生效 )：為營造友善 � 遊環境，補助業者製作日、韓語相關指示牌、

解 � 牌、標誌、摺頁、廣播帶、影片或多媒體等費用。補助 � 額為

相關費用之 50%，最高補助 30 萬元。

七、與其他競爭對手國投資環境之分析比較

我國觀光旅遊產業主要競爭對手包含：日本、韓國、新加坡。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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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整體國家競爭力」表現優於日本、韓國；我國「成長競爭力」表

現優於韓國；我國「投資環境」」表現優於日本、韓國。

表 42 我國觀光旅遊產業競爭對手投資環境分析比較

註：世界經濟論壇(WEF)資料為 2009年 ~ 2010年排名，投資環境風險評估

報告(BER)資料為 2010年，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為 2010年，其

餘為 2006年排名。

資料來源：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10、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9-2010(WEF)、HRRP/投資環境風險評

估報告(2010)、Country Forecast-Global Outlook/EIU(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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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籌物流產業

一、投資利基簡述

(一 )亞太營運中心計畫中，規劃高雄為海運中心及製造中心，包含「多

功能經貿園區計畫」、「加工倉儲轉運專區計畫、「高雄海運轉運

中心計畫」、「海空聯運填海造陸計畫」，奠定高雄發展運籌物流

產業基礎。

(二 )行政院 2010 年核定之「高雄海空經貿城整體發展綱要計畫」，初步

以擴建路作為分區之規劃，並分為經貿生活區、港區及其關聯性產

業區二區，有多項開發計畫能促進高雄運籌物流產業發展。

 經貿生活區：為擴建路以北之地區，結合經貿園區、旗津、柴山，

發展經貿、金融、企業總部、生活生態等機能之航運輔助產業，

共有 7 項計畫如下：1. 多功能經貿園區開發計畫；2. 中島加工出

口區轉型與再開發計畫； 3. 高雄港舊港區及周邊地區再開發計

畫；4. 旗津觀光生活發展計畫；5.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設計畫；

6. 高雄煉油廠廠區土地整治、開發及再利用計畫整體規劃；7. 高

雄學園計畫。

 港區及其關聯性產業區：為擴建路以南之地區，以海港為主、空

港為輔，建設洲際貨櫃中心、國際機場、聯外道路，發展海空港

自由貿易港區，引入運籌加值等港埠關聯產業，共有 5 項計畫如

下：1. 金屬關聯性產業發展計畫；2. 石化關聯性產業發展計畫；

3. 自由貿易港區及產業專區發展計畫；4. 大南星填海造陸發展計

畫；5. 區域路網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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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政院已核定相關公共建設計畫，多項涉及交通物流功能之強化：

行政院為落實亞太營運中心之政策目標，自民國 83 年起陸續核定之

具體建設計畫包括：大林蒲填海計畫中程計畫 (83)、加工出口區擴

區計畫 (86)、多功能經貿園區計畫 (88)、高雄航空貨運園區計畫 (88)、

國道末端銜接國際機場國際海港之瓶頸路段改善工程 (88)、高雄港

洲際貨櫃中心計畫 (93)、高雄港自由貿易港區計畫 (94)、高雄世貿展

覽會議中心計畫 (95)、台鐵捷運化——鐵路地下化計畫 (95)、高雄捷

運網 (含高雄輕軌 )計畫 (96)、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計畫 (96)、海洋文

化及流行音樂中心計畫 (97)、國際旅運專區計畫 (98)、第二貨櫃中心

擴區計畫 (唐榮 )(98)等。

(四 )「愛台 12 建設」總體計畫之「高雄港市再造」重要建設項目：

 將建設商港腹地、開發水岸環境及提升運輸效能設定為大高雄三

大系統建設暨發展計畫，包括海港為主空港為輔，加強自由貿易

港區建設發展；加值開發水岸環境，發展海洋文化、觀光及經貿

產業；加速港市整體聯外交通系統建設等三大目標。

 為持續利用高雄港海運樞紐港之地理優勢，達成連結東亞地區重

要海港，提供優質港市發展環境，應強化基礎建設以提升競爭力，

包括：捷運路竹延伸線計畫 (90)、南星國際機場計畫 (92)、改造旗

津地區成為高雄國際級海洋遊樂園計畫 (97)、高雄港 1-10 號碼頭

遷移再利用計畫 (97)、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計畫 (98)、高雄港洲際貨

櫃中心第二期工程計畫 (98)、高雄港東側聯外高 (快 )速公路計畫

(98)、國防部 205 廠原地整建暨開發計畫 (98)、高雄學園計畫

(98)、高雄縣市濱海聯外道路 (新台 17 線 )建設計畫 (98)及高雄觀

光文化園區計畫 (98)等刻正進行中之建設計畫，以擴大愛台 12 項

建設「高雄港市再造方案」之效益及提升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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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分析

(一 )台灣國際物流相關行業營收，以海洋水運業、民用航空運輸業最高，

貨運承攬業次之：

表 43 台灣國際物流相關行業營收

單位：新台幣億元

經濟部
財政部

交通部

交通部

交通部

交通部

交通部

財政部

交通部

交通部

主管單位

6,918(100%) 6,916 6,536 6,575 5,594 4,776 小計

337(5%) 298 312 265 238 235 倉儲業

667 755 776 775 728 670 航空貨運承攬業

527 465 409 428 367 207 海洋貨運承攬業

115 85 87 83 83 65 陸上貨運承攬業

1,309(19%) 1,305 1,272 1,286 1,178 942 貨運承攬業

73(1%) 103 97 92 87 99 船務代理業

198(3%) 194 241 238 159 85 報關業

2,490(36%) 2,584 2,383 2,189 1,761 1,761 民用航空運輸業

2,511(36%) 2,432 2,231 2,505 2,171 1,654 海洋水運業

2008年2007年2005年2004年2003年2002年

經濟部
財政部

交通部

交通部

交通部

交通部

交通部

財政部

交通部

交通部

主管單位

6,918(100%) 6,916 6,536 6,575 5,594 4,776 小計

337(5%) 298 312 265 238 235 倉儲業

667 755 776 775 728 670 航空貨運承攬業

527 465 409 428 367 207 海洋貨運承攬業

115 85 87 83 83 65 陸上貨運承攬業

1,309(19%) 1,305 1,272 1,286 1,178 942 貨運承攬業

73(1%) 103 97 92 87 99 船務代理業

198(3%) 194 241 238 159 85 報關業

2,490(36%) 2,584 2,383 2,189 1,761 1,761 民用航空運輸業

2,511(36%) 2,432 2,231 2,505 2,171 1,654 海洋水運業

2008年2007年2005年2004年2003年2002年

註：2006年未進行此項調查。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倉儲及通信業產值調查報告」

(二 )台灣朝向運籌物流島目標發展，預估創造經濟效益可達 3,591~5,855

億 /年：

旅客運輸節省 (台灣地區人民 )：205~235 億 /年

觀光及商務考察潛在產值：100~200 億 /年

觀光業：26.3 億 /年

計程車業：10.8 億 /年

海運直航之貨運商機 (直接費用 )：10 億 /年

空運直航之貨運商機 (直接費用 )：4 億 /年

房地產 (租金 )：54 億 /年

海運貨櫃轉運之商機：330~792 億 /年

初級加工業：413~660 億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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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層加工業：2,475~3,960 億 /年

運籌物流帶動之相關產業： 1.國內物流方面，將帶動海空運輸、內陸

運輸、建築土木、農林漁牧等產業；2.國際物流方面，藉由世界接單、

台灣生產，將帶動光電、通訊、能源、生技、環保、遊艇、航太、軌

道、石化、紙類等產業；3.營運總部方面，藉由台灣接單、世界生產，

並強化我國品牌、研發、通路、行銷，將帶動紡織、鞋類、玩具塑膠、

食品、水產養殖、手錶等產業。

三、競爭分析

(一 )外商來台投資的優勢：

根據 2010 世界銀行所作物流績效指標，台灣整體排名優於南韓、大陸

等亞洲國家，貨物追蹤能力尚優於香港，具備國際發展實力。

表 44 台灣整體物流產業績效指標-2010年

排名 國 家 海關效率 基礎建設 國際運輸 物流能力 貨物追蹤 及時性

2 新加坡 2 4 1 6 6 14

7 日 本 10 5 12 7 8 13

13 香 港 8 13 6 14 17 26

20 台 灣 25 22 10 22 12 30

23 南 韓 26 23 15 23 23 28

27 大 陸 32 27 27 29 30 36

歐美國家排名參考

1 德 國 3 1 9 4 4 3

4 荷 蘭 4 2 11 3 9 6

15 美 國 15 7 36 11 5 16

資料來源：Trade logist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 World Bank(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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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運籌物流產業優勢與發展契機：1.位居亞太中心位置；2.海空國際

運輸能力強大，具發展國際物流先天優越條件； 3.優越製造能力，具

MIT 品質價格優勢；4.國際物流經驗豐富；5.台商全球佈局，潛在物流

商機；6.後金融海嘯時代，中國大陸及亞太地區新興國家復甦強勁，成

為主要國際物流市場；7.兩岸直航，開拓大陸廣大物流市場契機。

未來產業發展方向：

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物流加值基地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物流加值基地

建立加工出口區專建立加工出口區專
業物流服務模式與業物流服務模式與
群聚物流整合群聚物流整合

協助國內業者獲協助國內業者獲
取國際物流配銷取國際物流配銷
中心之服務商機中心之服務商機

強化運籌服務供需之強化運籌服務供需之
整合整合

願景

推動
策略

目標

1.研析各個加工出口區
之產業特性與建構
經貿營運模式

2.建置加工出口區倉
儲轉運能量與構建
完整進出口物流網
絡

1.研析各個加工出口區
之產業特性與建構
經貿營運模式

2.建置加工出口區倉
儲轉運能量與構建
完整進出口物流網
絡

1.研析外國營利事業
來臺設立國際物
流配銷中心之效
益

2.強化國際物流中心
運籌服務能量

1.研析外國營利事業
來臺設立國際物
流配銷中心之效
益

2.強化國際物流中心
運籌服務能量

1.配合台商海外佈局，
鼓勵國內物流業者整
合當地物流配銷資
源，提供完整供應鏈
服務爭取商機

2.推動製造業與第三方
物流合作發展運籌服
務

1.配合台商海外佈局，
鼓勵國內物流業者整
合當地物流配銷資
源，提供完整供應鏈
服務爭取商機

2.推動製造業與第三方
物流合作發展運籌服
務

具體
措施

1.推動產業運籌服務化，促成國際物流業營收成長130億元
2.輔導20家國際物流業承攬國際物流配銷中心業務(現有14家)
3.協助10家物流業者配合台商進行全球布局
4.輔導5家國際物流業者申請上櫃(現有2家)
5.帶動國際物流服務業之就業人力成長10%，達10,000人

協助物流業者發展協助物流業者發展
國際供應鏈管理服國際供應鏈管理服
務能力務能力

1.輔導中大型物流業者
進行策略聯盟，發
展整合物流及供應
鏈管理服務

2.鼓勵中小型物流業
者善用關鍵能力，
開創利基化物流服
務市場

1.輔導中大型物流業者
進行策略聯盟，發
展整合物流及供應
鏈管理服務

2.鼓勵中小型物流業
者善用關鍵能力，
開創利基化物流服
務市場

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2009)

圖 19 經濟部推動國際物流業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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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競爭大廠及動態：

表 45 台灣運籌物流產業廠商

產業組成 廠商名稱

運輸倉儲

利運、永安、陽明、長榮、拓亞、京揚、昭安、萬商、上尚、中

法興、台塑重工、台北貿易、台新、南亞、茂進、高原、唯丞、

國眾、盟立、瑋泰、廣運、蔚華、邁崑、耀欣、天梭、偉盟、博

連、華經、大進

批發零售
泉盛、心喜貿易、集利購國際、益峻、石城實業、博客堂實業、

大葉高島屋百貨、安薪實業、 � 德國際、微笑體育用品、升恒昌

金融保險 富邦、遠東、南山、國泰、華夏、祥瑞、大豐、協和

法律及會計服務
會計：資誠、安侯建業、勤業眾信、安永、正大、捷瑞、佳安
法律：理律、國際通商、萬國、弘群、正誼、建業、昭信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整理(2010)

(三 )投資高雄的競爭優勢：

高雄地區位於亞洲運輸樞紐，擁有小港國際機場、高雄港之雙港優勢，

成為發展運籌物流絕佳之先天優勢條件。

到五大主要港
口的最短航行
時間：5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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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4 .0

3 .5 3 .4 3 .
1 2 .9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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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高雄 香港 馬尼拉 上海 東京 新加坡雪梨 新加坡 東京 首爾 馬尼拉 上海 香港 高雄

6.2

4 .9
4 .2 4 .0

3 .5 3 .4 3 .
1 2 .9

6 .2

4 .9
4 .2 4 .0

3 .5 3 .4 3 .
1 2 .9 53

124

78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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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 香港 馬尼拉 上海 東京 新加坡雪梨 新加坡 東京 首爾 馬尼拉 上海 香港 高雄

台灣

到西太平洋的主
要7大城市最短飛
行時間：2 .9小時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2010)

圖 20 高雄地區位於亞洲運輸樞紐

高雄當地楠梓、高雄、臨廣等加工出口區與成功物流園區區長年發展，

擁有加工、倉儲基礎，自由貿易港區設置亦加速高雄港運籌物流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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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大型航運公司進駐高雄港：長榮海運 (全球第 4 大貨櫃輪商 )、陽明

海運 (全球第 16 大貨櫃輪商 )、萬海航運 (全球第 20 大貨櫃輪商 )等航商。

高雄已具備轉口、加工再出口、初級加工再出口、深層加工再出口之

能量，可朝「物流中心」及「生產者服務業」發展，分別進行生產及

服務加值，將有助於實現企業營運總部之發展目標。

高雄物流中心雖不及台北，但受惠於高雄為轉口貨櫃中心因素，成為

國內轉口貨櫃大宗，有利發展轉口型國際物流，在兩岸 ECFA 後開放

貨物貿易後，成長的力道看漲。

金融保險、法律及會計服務此二運籌加值型產業，為擢昇高雄運籌物

流產業之重要支援產業，且是 ECFA 後服務貿易受惠對象：目前金融

保險、法律及會計服務產業高雄家數較少，但單位家數產值較高，亟

需此二類產業進駐高雄支援運籌物流產業發展。

6,745

61,926

1,023 1,181

41,293

8,394

162,778

9,967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160,000
180,000

運輸倉儲 批發零售 金融保險 法律及會計服務

家數(家) 單位家數產值(千元)

招商
缺口

企業結構與
企業策略
企業結構與
企業策略

需求條件需求條件

相關產業及
支援產業
相關產業及
支援產業

生產因素生產因素

政府

機會

ECFA

Michael Porter diamond Model
金融保險、支援性服務(法
律、會計、口譯等)
金融保險、支援性服務(法
律、會計、口譯等)

透過軟性資源整
合，促進全球貨
物交易集中於高
雄，增加高雄港
貨櫃裝卸量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0)

圖 21 高雄地區運籌物流產業亟待金融保險、法律及會計服務產業能量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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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產成本

(一 )土地租金成本：

不分產業之共同性土地租金成本請參見「高雄地區整體招商引資說

帖」之「生產條件」內容。以下說明與運籌物流產業相關投資區域之土

地租金成本相關資訊：

多功能經貿園區：

前為配合行政院推動台灣成為亞太航營運中心計畫，並整合經濟部加

工出口區之轉型發展、高雄商港地區再開發，同時配合調整本市都市

機能與結構，乃劃設臨港地區土地為「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並分

成「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特定倉儲轉運專用區」、及「特定經

貿核心專用區」等三大區。

優惠措施：「高雄市獎勵民間投資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及

「高雄市獎勵民間投資實施辦法」：對開發或進駐多功能經貿園區之物

流產業，提供利息補貼、租金補貼及房屋稅補貼等優惠。

目前已完成投資開發者，包含：高雄軟體科技園區、台糖成功物流園

區、統一夢時代購物中心；預計將完成投資者，包含：中欣開發案、

世界貿易展覽會議中心、東和鋼鐵及嘉新資產開發案、海洋文化及流

行音樂中心、環狀輕軌捷運、多功能會展中心、高雄港國際旅運大樓。

地價公告現值：每坪 10-1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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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勞工成本：

台灣約有 1,000 萬勞動人口，其中 35%具有大專或大學以上學歷，每

年亦有 32 萬大專以上畢業生，充分供應工商業的人力需求。

台灣法定的最低薪資，按月計酬者，法定最低薪資為新台幣 17,880 元；

按時計酬者，其每小時最低薪資為新台幣 98 元。

表 46 台灣運籌物流相關行業平均薪資

行業名稱 平均薪資 (元 )

批發業 40,861

零售業 31,423

綜合商品零售業 33,976

汽車貨運業 30,703

海洋水運業 68,674

航空運輸業 70,004

港埠業 94,943

其他運輸輔助業 39,583

倉儲業 36,332

郵政業 56,360

快遞服務業 48,992

銀行業 69,096

信用合作社業 47,195

農會、漁會信用部 42,834

其他金融中介業 56,229

人身保險業 53,583

財產保險業 45,030

其他保險及退休基金輔助業 75,830

證券期貨及其他金融業 64,518

法律服務業 45,972

會計服務業 48,257

企業總管理機構及管理顧問業 45,012

其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39,101

註：資料為 2010年 10月台灣各業平均薪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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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電費：

根據美國能源資訊協會及馬來西亞電力公司 2009 年對世界 26 國用電

統計比較，住宅及工業用電平均單價我國排名為第三低。另外，在亞

洲新興國家中，除韓國、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區平均水價均高於

我國；歐洲國家之平均單位水價幾乎是我國 3 至 17 倍。

供電方面：高雄市有全國最大的大林火力發電廠、興達火力發電廠、

南部火力發電廠、高屏水力發電廠，滿足工業區廠商生產用電與一般

民生用電；用水方面，有阿公店、澄清湖、鳳山、南化水庫等，提供

充裕的水資源。

表 47 主要城市水價及電價比較

(水價單位：新台幣元/立方公尺，電價單位：新台幣元/瓩小時)

註：台幣對美元換算匯率為 1美元=31.517台幣(2008年平均匯率)。

*新加坡平均電價係依網站公布之電價列計；香港則依其 2008年平均電價推算；南韓係採 2008

年年中之匯率換算。

資料來源：The Intem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ELECTRICITY INFORMATION (2009 Edition)》

及馬來西亞電力公司(TNB) 2009年統計資料

(四 )通訊：

資訊通信設備完善：高雄市市話普及率達 97.56%、行動電話普及率達

92.5%、家庭上網率達 76%、寬頻網路使用率達 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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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行動電話通話費：

表 48 各國行動電話通話費

資料來源：新美國基金會開放科技計畫(OTI)網站

各國行動電話簡訊費：

表 49 各國行動電話簡訊費

資料來源：新美國基金會開放科技計畫(OTI)網站

(五 )聯外交通：

高雄地區的交通工具上，主要可以透過公路、鐵路、空運與海運等

四種工具可供選擇，以下分別說明。

公路運輸：高雄地區現有之公路系統可分為高速公路、省道、縣道及

市區幹道等四部份。由於市區內部道路體系已高度發達，因此不予贅

述。在對外公路交通方面，主要有國道一號 (中山高 )、國道三號 (福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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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沙高 )、國道十號、省道台一線以及台 88 號快速道路貫穿其中，交

通動線四通八達。

鐵路運輸：鐵路運輸方面，則有台鐵高雄站與高鐵左營站，可供都市

間的交通運輸，其中高鐵左營站至台北站僅需 96 分鐘。在高雄縣市的

鐵路運輸上則可利用台鐵以及捷運紅、橘雙線，以高雄火車站為核心，

在 30 分鐘內，其北可達橋頭、其南可達小港、其東可達大寮、其西可

達西子灣，至高雄國際機場亦僅需 16 分鐘的時間。

航空運輸：台灣地區現有桃園及高雄小港兩處國際航線專用機場，其

中，高雄小港機場是我國第二大的國際機場，在高鐵通車前亦肩負國

內南北航空運輸樞紐的重要地位，目前則以離、外島，如金門、澎湖

以及本島花蓮線為主。至於在國際航線上，高雄小港機場飛航東亞交

通圈 (東京、首爾、上海、香港、馬尼拉及新加坡等 )在一日以內均可來

回，有助於國際企業在高雄設立東亞營運中心。

海 (河 )運輸：高雄為我國第一大港市，而高雄港為我國海運之主要門

戶，在台灣各地港口中，高雄港是運量規模最大之國際港，每年進出

口貨櫃運量占全國總運量近 75%。在國際航線上，高雄港位於東亞島

鏈的中心，至東京、斧山、上海、香港、馬尼拉及新加坡等亞太主要

港口的平均航行時間最短，有助於高雄地區成為服務歐美跨國企業與

產品貿易的亞太營運與物流中心。

五、賦稅規定

(一 )營利事業所得稅：

總機構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含外商在台子公司 )，應就我國境內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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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但其來自我國境外之所

得，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得自應納稅額中扣抵。

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其國外所得而增加之應納稅額。

總機構在我國境外之在台營利事業 (如外商在台分公司 )，有我國來源所

得者，應就其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依「所得稅法」規定課徵

營利事業所得稅。

表 50 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

課稅所得額 (P)級距 稅率

120,000 元以下 免稅

超過 120,000 元
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 17%，但其應納稅額不

得超過課稅所得額超過 12 萬元以上部分之半數

資料來源：財政部賦稅署(2010)

(二 )個人所得稅：

凡有我國來源所得之個人，不論其為本國人或外國人，亦不論其是

否居住我國境內，均應就我國來源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

表 51 綜合所得稅稅率參考

單位：新台幣元

綜合所得淨額 稅率 累進差額 應納稅額

0— 500,000 × 5% — 0 ＝

500,001— 1,090,000 × 12% — 35,000 ＝

1,090,001— 2,180,000 × 20% — 122,200 ＝

2,180,001— 4,0900,000 × 30% — 340,200 ＝

4,0900,000以上 × 40% — 749,200 ＝

資料來源：財政部賦稅署(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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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營業稅：

在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課徵營業稅。營業

稅之課徵區分為加值型營業稅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加值型營業稅：係就企業在產銷過程中之加值課徵之租稅。除適用零

稅率及免稅之項目外，現行加值型營業稅稅率為 5%(應納營業稅=銷項

稅額 -進項稅額 )。

非加值型營業稅：課徵非加值型營業稅之行業包括金融及保險業、典

當業、特種飲食業、小規模營業人及財政部規定免予申報銷售額之營

業人等。但可依規定申請核准改採加值型營業稅。前述行業按其銷售

總額課稅，不能扣抵進項稅額，最高稅率為 25%、最低為 0.1%。

(四 )進出口關稅：

運籌物流產業屬於「服務業」，應與進出口產品關稅無涉。

六、投資獎勵措施及行政措施支援

(一 )相關政府產業輔導計畫：

高雄海空經貿城整體綱要計畫：



高雄地區最適引入之重點及策略性產業招商引資說帖

76

表 52 高雄海空經貿城整體綱要計畫─強化交通運輸系統部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建會(2010)

物流基磐整合與效率化推動計畫 (主管機關：經濟部商業司；實施期

間：2009~2012 年 )：以產業業者 Logistics 戰略目標為主軸，整合物流

資源，推動業者效率化物流活動，提升產業之競爭力。策略措施： 1.

推動加工出口區物流支援生產模式優化，促進物流業升級； 2.針對供

應商型流通業者，推動四流整合 Logistics 聯盟之模式與機制，落實流

通業強化策略； 3.推動供應鏈安全國際認證 (TAPA、GSV)，建立出口

運送安全強化機制。(東立物流、全球物流、五鼎生技、銳陽光電等 20

家企業 )。

物流利基化與供應鏈服務推動計畫 (主管機關：經濟部商業司；實施期

間：2009~2012 年 )：推動我國物流產業發展國際級「供應鏈管理服務」，

強化國際交流合作，促成物流商機，協助我國企業運籌亞洲、布局全

球。策略措施： 1.大型化物流聯盟、供應鏈管理服務輔導； 2.利基化 /

創新性物流 e 化示範輔導；3.物流深化應用資訊共用平台輔導。

優質經貿網絡計畫綱要 (經建會報院奉 98 年 1 月 5 日院臺經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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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0057810 號函核定 )：

優
質
經
貿
網
絡

貿易便捷

貿易安全

智慧環境

進口管理(深化)

出口管理(建置)

預報貨物資訊

優質企業(AEO)認證及管理機制

貨物移動安全

查驗技術現代化

關港貿單一窗口

經貿訊息核心組件元件庫

安全智慧化海/空港

貿易金融

保險與國際再保

電子簽章應用
深化進出口簽審作業電子化

國際雙邊承認
電子化產證/檢驗/檢疫稽核作業

預報資訊及其延伸應用

認證、複核、國際承認、互惠

貨櫃監控系統、危險品運輸安全、
跨境移動安全

查驗技術與非破壞性檢測設備

B2G、G2G、中央資料庫
(含UCR與進出轉口商品資料之運用)

資料與核心元件之建立與經常性維護

安全智慧化海、空港建設

B2B、4PL服務、境內關外OBU、
國際應收帳貸款

貨物/運輸/貿易保險、抵押放匯

經濟部(貿易局)

財政部(關稅總局)

財政部(關稅總局)

經濟部(標檢局)

銀行公會

保險公會

交通部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建會、經濟部商業司(2009)

圖 22 優質經貿網絡計畫綱要

(二 )中央租稅優惠：

稅務競爭優勢：營利事業所得稅 17%，相較中國大陸 25%、韓國 22%

為低，與新加坡 17%、香港 16.5%相當。

中央投資優惠政策方案─研發經費補助：主導性新產品開發之獎勵措

施補助、產業技術研發之補助、研發中心補助。

加工出口區租稅優惠：免關稅、免營業稅、免貨物稅、免契稅，及營

利事業所得稅、廠房貸款、房屋稅等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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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加工出口區租稅優惠

註：依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主管機關：經濟部；實施期間自 1972年起)整理而成。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

(三 )產業創新條例優惠：

根據 99 年新實施之「產業創新條 � 」明定，公司得於研究發展支

出 � 額 15%限 � 內抵減當 � � 應納營 � 事業所得稅，並 � 超過該公司當

� � 應納營 � 事業所得稅額 30%為限，並同步修正所得稅法調 � 營 � 事

業所得稅稅 � 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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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產業創新條例減免優惠

項 目 內 容

研究與發展
投資於研發支出金額 15%內，可抵減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但以稅額的 30%以內為限。

生技新藥產業
投資於研發及人才培訓支出金額 35%限度內，抵減營利事業所

得稅。

進口國內無產製機

器設備

自國外進口國內尚未產製之機器設備，可享有免徵進口關稅之

優惠。

支付國外權利金免

納所得稅

自國外引進新生產技術或商品，而使用外國營利事業所有之專

利權、商標權或各種特許權，經經濟部工業局專案核准者，其

所給付外國事業之權利金免納所得稅。

支付國外技術服務

報 酬 適 用 1.7%或

2.25%優惠稅率

總機構在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在我國境內經營國際運輸、承

包營建工程、提供技術服務或出租機器設備，其成本機構或營

業代理人，得申請核准適用優惠所得稅稅率，國際運輸業優惠

稅率為 1.7%，其他業務優惠稅率為 2.25%。

民間參與重大公共

建設

民間參與重大公共建設得享 5 年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投資抵

減、興建機具免徵進口關稅；房屋稅、地價稅、契稅減免。營

利事業投資參與重大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亦享有應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之抵減。

註：1.本條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2.本條例自九十九年五月十二日開始施行，但第 10 條施行期間自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

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資料來源：產業創新條例

七、與其他競爭對手國投資環境之分析比較

我國運籌物流產業主要競爭對手包含：日本、韓國、新加坡。其中，

我國「整體國家競爭力」表現優於日本、韓國；我國「成長競爭力」表

現優於韓國；我國「投資環境」」表現優於日本、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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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我國運籌物流產業競爭對手投資環境分析比較

註：世界經濟論壇(WEF)資料為 2009年 ~ 2010年排名，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BER)資

料為 2010年，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為 2010年，其餘為 2006年排名。

資料來源：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10、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9-2010(WEF)、HRRP/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 (2010)、Country 

Forecast-Global Outlook/EIU(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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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環保產業

一、投資利基簡述

環保產業

(一 )高雄環科園區已初具資源循環鏈結樣貌，期待相關廠商投資以擴大

規模。高雄本洲工業區內有岡山焚化廠與環保科技園區，利於區域

性生態化鏈結規劃。

 2008 年高雄環保科技園區資源循環鏈結成果，資源物循環再利用

共約 12.1 萬噸，產出 2.7 萬噸再生產品，減下 1.4 萬噸 CO2，並創

造 7.3 億元之年產值。

區內廠商

區外廠商

磊格 兆鴻川 金典油炭 寶淨 迦姆 豪豪

山口金

虹京

世界
資源
亞太

華榮 資源回收廠 衛星 錸德 中環

中美和

中油

台塑

欣興

三井

重金屬污泥

廢觸媒

廢光碟片廢鉛蓄電池 廢電纜

塑膠

廢塑膠 廚餘 廢食用油

鉛、塑膠 銅、塑膠 燃料油 優質肥料 生質柴油 貴金屬、塑膠

貴金屬回收

台灣富士

友達

奇美

中鋼碳素

特化廠

玻研

純聚

翔程

電子級溶劑

玻璃基板

化學品、碳煙進料油

廢溶劑

廢玻璃基板

煤焦油底
層餾份

本洲工業
區廠商

頂吉興

平和

正加
代操作污水廠

高鎳鋅合金表面處理

廢水處理

環保工程服務

廢水

廢水

廢水

台力 岡山焚化廠

奇樺

環保型華司

廢熱固性橡膠
餘熱

廢棄物、下腳料

能源

水資源

區內廠商

區外廠商

磊格 兆鴻川 金典油炭 寶淨 迦姆 豪豪

山口金

虹京

世界
資源
亞太

華榮 資源回收廠 衛星 錸德 中環

中美和

中油

台塑

欣興

三井

重金屬污泥

廢觸媒

廢光碟片廢鉛蓄電池 廢電纜

塑膠

廢塑膠 廚餘 廢食用油

鉛、塑膠 銅、塑膠 燃料油 優質肥料 生質柴油 貴金屬、塑膠

貴金屬回收

台灣富士

友達

奇美

中鋼碳素

特化廠

玻研

純聚

翔程

電子級溶劑

玻璃基板

化學品、碳煙進料油

廢溶劑

廢玻璃基板

煤焦油底
層餾份

本洲工業
區廠商

頂吉興

平和

正加
代操作污水廠

高鎳鋅合金表面處理

廢水處理

環保工程服務

廢水

廢水

廢水

台力 岡山焚化廠

奇樺

環保型華司

廢熱固性橡膠
餘熱

廢棄物、下腳料

能源

水資源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2009)

圖 23 高雄環科園區資源循環鏈結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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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岡山、永安、路竹等地以發展金屬表面處理相關產業為主，為國內

螺絲扣件相關產業的生產重鎮，可作為節能設備製造之供應者。

(三 )高雄縣素以基礎產業見長，且高高屏地區工廠林立，涵括金屬加工、

機械、電子及石化產業等，相關可利用的再生資源數量龐大，是支

援南區環保科技園區蓬勃發展的最佳後盾。

(四 )我國的環保技術水平已是世界級的水準，尤其高雄環保科技園區及大

發工業區在資源回收技術超越群雄，但因國內市場不大，難以形成市

場規模。隨著兩岸朝向服務貿易開放，中國大陸因其近年高工業發展

而衍生的環保需求龐大，成為高雄環保廠商切入發展之重要機會。

太陽光電產業

(一 ) 2009 � � 融海嘯帶動 PV 系統價格下 � ，有 � 於太陽光電普及且太

陽電池製造往亞洲低成本移動，目前投資台灣正是時候。

solar power plants since 2006 about 37% cheaper

cheaper for ready 
installed roof systems to 

100kWp

資料來源：BSW、經濟部「投資台灣招商 � 明大會」(2010)

圖 24 太陽能光電的市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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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府六大新興產業政策中，揭示太陽光電是國內重點發展產業。相

較於其他再生能源，太陽光電係台灣在未來產業成長性、產品獲利

率、產業結構飽和度、技術成熟度標準化、資金與土地門檻高低等

項目表現較為優異之產業。

二、市場分析

環保產業

(一 )根據經濟部能源局預估，全球經濟振興方案未來十年將投注近 2 兆

8,000 億美元，直接與綠色能源產業相關投資約 2,120 億美元，再生

能源投資金額為 380 億美元。

(二 ) 2008 年高雄環保科技園區資源循環鏈結成果，資源物循環再利用共

約 12.1 萬噸，產出 2.7 萬噸再生產品，減下 1.4 萬噸 CO2，並創造

7.3 億元年產值。

(三 )目前國內從事環保服務業之廠商大部分屬於中小型企業，市場範圍

亦多侷限在國內市場。

(四 )中鋼自 1996 年以來已連續六年獲得「經濟部節約能源績優廠商傑出

獎」，其節能服務團服務範圍包含：照明、空調、馬達、冷卻系統

最適化、汽電共生、廢熱回收、負載及需量管理等，節能成效卓越，

是帶動高雄環保服務型產業興起的最佳龍頭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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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2009)

圖 25 中鋼公司資源循環鏈結總覽

太陽光電產業

(一 ) 2010 � 保守預估全球設置量 8.2GW，樂觀預估上看 12.7 GW，若持

續政策引導，預估 2014 上看 30GW。

資料來源：EPIA、經濟部「投資台灣招商 � 明大會」(2010)

圖 26 全球太陽光電系統設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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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2009 年台灣太陽光電整體產業產值新台幣 1,057 億元，2010 預估

1,800 億元，2015 預估約 4,500 億元。

三、競爭分析

(一 )外商來台投資的優勢：

環保產業

全球環保市場約 6,092 億美元 (2005 年 )，台灣產品在全球環保市場的

市占率約 0.71%。在全球一致追求永續發展的潮流下，各國政府紛紛

制訂環境保護法規來規範與限制污染的排放，產生對環保產品與服務

的需求。

我國環保產業 (環保設備及材料製造業、資源再生產品製造業、環保技

術服務業 )產值約 1,500-1,800 億元。因應國內傳統產業外移，與大陸

成為全球製造工廠，提供污染防治技術服務與設備業者有許多已將目

標轉往大陸及東南亞發展。

台灣環保產業具備優勢： 1.整體經濟環境條件配合良好，環保產業體

質漸趨健全；2.政府政策支持、賦稅優惠、鼓勵研發；3.環保技術水準

提升，人才培育眾多； 4.因地緣與文化相近，在東南亞與大陸市場較

歐美日等國具競爭優勢；5.可迅速提供良好之售後服務；6.政府公共工

程逐步推動，帶動環保產業發展；7.快速反應市場能力。

太陽光電產業

台灣太陽光電產業鏈發展完整： 2009 � 我國太陽光電電池產 � 達

1.5GWp，躍居全球第四位，僅次於中國、德國及日本。2010 � 我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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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產 � 將可達 3GWp 以上， � 成長 80%以上，全球排名坐三望二，其

中昱晶與茂迪有機會同時進入全球前十大電池廠商。

(二 )主要競爭大廠及動態：

環保產業

表 56 台灣環保相關產業廠商

產業組成 廠商名稱

環保處理
上水、千得、子午線、中美科學、中鼎、永欣、立吉、宇慶、全達、

京華、昌傑、東肯、林昇、坦克

環保服務
大寬、中興工程、中聯、中亞、永泰、成源、宜懋、明美、

神盟、崧浩、萊特、陽榮、萬軍

資源化產業
九方、千得、力億、中界、井盛、光正、佳川、冠意、竑豫、

東元、泓智、利愛

環保設備
三暉、也順、千風、子嘉、川富、中國炭素、五常、天統、友仁、

世筌、北基、功寰、立鈦、永興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整理(2010)

太陽光電產業

目前我國太陽光電產業上中下游廠商家 � 合計約 135 家，近 � 國內大

型企業如友達、� 電、台積電等集團紛紛表態佈局投入太陽光電產業，

未 � 將位居國內重要太陽光電大廠，並帶動我國太陽光電產業快速成

長。

展望未 � 我國太陽光電產業應朝差 � 化技術產品方向發展，發展高效

� 低成本之新製程技術及關鍵材 � 組件同時強化上下游產業整合，並

將競爭對手及市場目標放眼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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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台灣招商 � 明大會」(2010)

圖 27 我國太陽電池產業概況

(三 )投資高雄的競爭優勢：

環保產業

南區環保科技園區已在高雄形成環保產業群聚，鄰近 1 公里內有物流

專區及電信技術中心，並與科學園區 (路科 )及永安工業區形成三角衛

星工業城；半徑 25 公里內，計有科學園區、加工出口區及工業區等

20 座。此外，此園區內已有部分廠商成功推動「生態鏈結」模式，成

為日後相關廠商發展與合作的最佳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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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高雄南區環保科技園區進駐廠商

產業別 公司名稱 產品或製程

磊格科技 廢鉛蓄電池回收再製鉛碇

山口金礦 污泥、廢觸媒及礦渣中貴金屬純化回收

豪豪 廢光碟片回收再利用

純聚 溶劑回收蒸餾為電子級溶劑

寶淨 廚餘、廢食用油回收再製優質肥料、動物飼料用油

虹京 廢觸媒、灰渣中金屬回收

世界資源 污泥濃縮處理 (金屬提煉 )

嘉馬金屬 錫、鋅、銅金屬回收精練再生利用

金典油炭 廢塑膠裂解為燃料或原料

玻研 廢玻璃基板資源再生

台灣鍍膜 環保 PVD 離子鍍膜

平和 酸鹼性重金屬及鉻系廢水處理及處理後回收再利用

迦姆奈米 回收廢食用油轉化為生質柴油技術研發

資源化產業

翔程 利用蒸餾方法將殘萘油提煉萘原料

生物製劑製造業 敏盛 生物製劑

頂吉興 環保型高躡鋅合金鍍螺絲表面處理

奇樺科技 環保型華司

阿托科技 抗腐蝕性鍍膜與鋅薄片塗裝技術開發
清潔生產業

寬亮企業 生產特用水性樹脂和水性抗指紋漆

國聯機械 免酸洗除銹設備

富產 環保設備開發、污泥脫水機

環拓 蒸汽裂解技術、電漿熔融技術

自遊實 電動代步車、電動輪椅

機械設備業

鍵財 搓牙機、油霧處理設備

友荃 氫氧焰能源產生機
節能設備製造業

威奈 生產薄膜太陽能電池模組

關鍵性環境

保護相關產業
高力 開發生產節能之板式熱交換器、超高溫熱冰水主機

正加興業 環保設備開發、工程系統整合
設備及顧問業

傳閔 高效率廢氣處理設備開發，工程顧問

資料來源：高雄南區環保科技園區、工研院 IEK整理(2010)

低碳產業研發園區將為高雄注入更多環保研發資源，帶來技術創新及

應用商機：此園區位於高雄縣大社鄉，面積達 25 公頃，於 2000 年辦

理園區規劃及用地變更事宜，以「低碳社區 (綠建築 )」、「CO2捕捉及

封存」、「可回收及綠色電子產品」、「再生能源」、「智慧型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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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節能高值化資源回收技術」研發主題，將扶植低耗能、高效率的

新興產業，協助大高雄地區在 2025 年減碳到 2000 年水準。

太陽光電產業

高雄地區屬熱帶型季風氣候，日照時數 95 年全年達 2,261.1 小時，平

均約每天 6 小時。高雄是台灣地區日照時數最長的都市之一，更遠遠

大於台北的 1,382 小時，充足的日照使高雄擁有發展太陽能光電產業

的極佳自然環境條件。

台灣太陽光電產業鏈來看，主要仍以北部地區廠商居多，高雄在太陽

光電產業下游具備發展基礎，並可善用其世運體運館建置之成功經

驗，切入下游系統應用端，與北部形成互補優勢。由於目前 � 竹有 1MW 

的聚光型太陽能系統，再加上南科已具備的太陽光電元件生產，以及

� 竹﹑橋頭 � 大示範與應用市場之 � 兵機會，使高雄朝向太陽能系統

端發展並走向國外，將是指日可待。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0)

圖 28 高雄太陽光電產業發展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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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產成本

(一 )土地租金成本：

不分產業之共同性土地租金成本請參見「高雄地區整體招商引資說

帖」之「生產條件」內容。以下說明與綠色環保產業相關投資區域之土

地租金成本相關資訊：

南區環保科技園區：

南區環保科技園區自 2003 年 4 月 11 日掛牌運作至 2008 年底已有 31

家廠商獲准進駐，園區吸引投資總金額共 97 億元，出租售率達 67%，

產值 103 億元，提供縣內 800 人就業機會。

區內營運範疇： 1.量產實證區：清潔生產技術相關連之產業、回收再

生資源以創造生態化之產業、應用再生資源以轉換成再生產品之產

業、開創具新興與策略性之環保技術產業、再生能源產品與系統製造

產業、關鍵性環境保護相關產業等； 2.研究發展區：環境清潔與生產

技術 (綠色設計研發 )、資源化技術與產品研發、污染防治與循環再利

用技術研發、清潔與再生能源研發、綠色消費與法規研發、綠色技術

資料庫建立研發等。

土地成本：每坪售價 65,000 元。

高雄科學園區：

高雄科學園區總面積為 570 公頃，重點產業為積體電路、光電、精密

機械、生物科技、醫療器材等。園區基地水電充足，無淹水紀錄，亦

無斷層通過，是亞太地區具潛力之科技基地。對外聯外交通便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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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山高速公路、台 1 線及台 17 線省道，通往高雄市區、台南市、台

南機場都只需 20 分鐘車程。

高雄科學園區 2010 年 10 月開始提供廠商進駐設廠，至 2010 年 07 月

為止，已有效核准 59 家廠商之投資申請，目前園區土地核配率已達

76,53%。預估 2020 年產值可達新台幣 5,000 億元，員工人數達 42,000

人。高雄科學園區將結合楠梓加工出口區、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高

雄軟體科技園區及屏東二代加工出口區，形成南台灣科技走廊。

光電為此園區重點引進之高科技產業之一，包含光電系統及元件 (如

LTPS/TFT-LCD/PDP/OLED 等平面顯示器、彩色顯示管、光碟機、數

位式靜止畫面照相機、接觸式影像感應器、光電半導體、光電二極體

等 )，及光學系統元件 (如儀器、鏡片、雷射元件等 )。

土地租金每月 0.91 元 /平方公尺；標準廠房租金每月 103~120 元 /平方

公尺。

(二 )勞工成本：

台灣約有 1,000 萬勞動人口，其中 35%具有大專或大學以上學歷，每

年亦有 32 萬大專以上畢業生，充分供應工商業的人力需求。

台灣法定的最低薪資，按月計酬者，法定最低薪資為新台幣 17,880 元；

按時計酬者，其每小時最低薪資為新台幣 9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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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台灣綠色環保相關行業平均薪資

行業名稱 平均薪資 (元 )

廢 (污 )水處理業 31,109

廢棄物清除業 27,626

廢棄物處理業 30,779

污染整治業 29,487

土木工程業 38,270

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 38,728

其他專門營造業 39,410

註：資料為 2010年 10月台灣各業平均薪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三 )水電費：

根據美國能源資訊協會及馬來西亞電力公司 2009 年對世界 26 國用電

統計比較，住宅及工業用電平均單價我國排名為第三低。另外，在亞

洲新興國家中，除韓國、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區平均水價均高於

我國；歐洲國家之平均單位水價幾乎是我國 3 至 17 倍。

供電方面：高雄市有全國最大的大林火力發電廠、興達火力發電廠、

南部火力發電廠、高屏水力發電廠，滿足工業區廠商生產用電與一般

民生用電；用水方面，有阿公店、澄清湖、鳳山、南化水庫等，提供

充裕的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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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主要城市水價及電價比較

(水價單位：新台幣元/立方公尺，電價單位：新台幣元/瓩小時)

註：台幣對美元換算匯率為 1美元=31.517台幣(2008年平均匯率)。

*新加坡平均電價係依網站公布之電價列計；香港則依其 2008年平均電價推算；南韓係採 2008

年年中之匯率換算。

資料來源：The Intem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ELECTRICITY INFORMATION (2009 Edition)》

及馬來西亞電力公司(TNB) 2009年統計資料

(三 )通訊：

資訊通信設備完善：高雄市市話普及率達 97.56%、行動電話普及率達

92.5%、家庭上網率達 76%、寬頻網路使用率達 63.37%。

各國行動電話通話費：

表 60 各國行動電話通話費

資料來源：新美國基金會開放科技計畫(OTI)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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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國行動電話簡訊費：

表 61 各國行動電話簡訊費

資料來源：新美國基金會開放科技計畫(OTI)網站

(四 )聯外交通：

高雄地區的交通工具上，主要可以透過公路、鐵路、空運與海運等

四種工具可供選擇，以下分別說明。

公路運輸：高雄地區現有之公路系統可分為高速公路、省道、縣道及

市區幹道等四部份。由於市區內部道路體系已高度發達，因此不予贅

述。在對外公路交通方面，主要有國道一號 (中山高 )、國道三號 (福爾

摩沙高 )、國道十號、省道台一線以及台 88 號快速道路貫穿其中，交

通動線四通八達。

鐵路運輸：鐵路運輸方面，則有台鐵高雄站與高鐵左營站，可供都市

間的交通運輸，其中高鐵左營站至台北站僅需 96 分鐘。在高雄縣市的

鐵路運輸上則可利用台鐵以及捷運紅、橘雙線，以高雄火車站為核心，

在 30 分鐘內，其北可達橋頭、其南可達小港、其東可達大寮、其西可

達西子灣，至高雄國際機場亦僅需 16 分鐘的時間。

航空運輸：台灣地區現有桃園及高雄小港兩處國際航線專用機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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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雄小港機場是我國第二大的國際機場，在高鐵通車前亦肩負國

內南北航空運輸樞紐的重要地位，目前則以離、外島，如金門、澎湖

以及本島花蓮線為主。至於在國際航線上，高雄小港機場飛航東亞交

通圈 (東京、首爾、上海、香港、馬尼拉及新加坡等 )在一日以內均可

來回，有助於國際企業在高雄設立東亞營運中心。

海 (河 )運輸：高雄為我國第一大港市，而高雄港為我國海運之主要門

戶，在台灣各地港口中，高雄港是運量規模最大之國際港，每年進出

口貨櫃運量占全國總運量近 75%。在國際航線上，高雄港位於東亞島

鏈的中心，至東京、斧山、上海、香港、馬尼拉及新加坡等亞太主要

港口的平均航行時間最短，有助於高雄地區成為服務歐美跨國企業與

產品貿易的亞太營運與物流中心。

五、賦稅規定

(一 )營利事業所得稅：

總機構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含外商在台子公司 )，應就我國境內外

全部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但其來自我國境外之

所得，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得自應納稅額中扣抵。

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其國外所得而增加之應納稅額。

總機構在我國境外之在台營利事業 (如外商在台分公司 )，有我國來源

所得者，應就其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依「所得稅法」規定課

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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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

課稅所得額 (P)級距 稅率

120,000 元以下 免稅

超過 120,000 元
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 17%，但其應納稅額不

得超過課稅所得額超過 12 萬元以上部分之半數

資料來源：財政部賦稅署(2010)

(二 )個人所得稅：

凡有我國來源所得之個人，不論其為本國人或外國人，亦不論其是

否居住我國境內，均應就我國來源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

表 63 綜合所得稅稅率參考

單位：新台幣元

綜合所得淨額 稅率 累進差額 應納稅額

0— 500,000 × 5% — 0 ＝

500,001— 1,090,000 × 12% — 35,000 ＝

1,090,001— 2,180,000 × 20% — 122,200 ＝

2,180,001— 4,0900,000 × 30% — 340,200 ＝

4,0900,000 以上 × 40% — 749,200 ＝

資料來源：財政部賦稅署(2010)

(三 )營業稅：

在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課徵營業稅。營業

稅之課徵區分為加值型營業稅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加值型營業稅：係就企業在產銷過程中之加值課徵之租稅。除適用零

稅率及免稅之項目外，現行加值型營業稅稅率為 5%(應納營業稅=銷項

稅額 -進項稅額 )。

非加值型營業稅：課徵非加值型營業稅之行業包括金融及保險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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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業、特種飲食業、小規模營業人及財政部規定免予申報銷售額之營

業人等。但可依規定申請核准改採加值型營業稅。前述行業按其銷售

總額課稅，不能扣抵進項稅額，最高稅率為 25%、最低為 0.1%。

(四 )進出口關稅：

以下說明綠色環保產品進出口關稅情形：

表 64 綠色環保產品平均進出口關稅

產業涵蓋

範疇 (本研究

定義 )

台灣各類產品

進口關稅

中國各類產

品出口關稅

歐盟各類產

品出口關稅

美國各類產

品出口關稅

日本各類產

品出口關稅

廢 (污 )水 處

理；廢棄物清

除、處理及資

源回收；污染

整治；潔淨能

源

LED 相關產品

0%；太陽能電

池 相 關 產 品

0%；風力發電

機組 10%

LED 相 關 產

品 0%；太陽

能 電 池 相 關

產品 0%；風

力 發 電 機 組

8%

LED 相 關 產

品 0%；太陽

能 電 池 相 關

產品 0%；風

力 發 電 機 組

2.7%

LED 相 關 產

品 0%；太陽

能 電 池 相 關

產品 0%；風

力 發 電 機 組

0-2.5%

LED 相 關 產

品 0%；太陽

能 電 池 相 關

產品 0%；風

力 發 電 機 組

0%

註：綠色環保產業主要包括環保服務及潔淨能源，其中(1)環保服務屬「服務業」範疇，與進出口

關稅無涉；(2)潔淨能源相關「產品」主要包括發光二極體 LED、太陽能及風能相關產品，故

提供該項產品關稅資訊。

資料來源：關稅總局、工研院 IEK整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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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資獎勵措施及行政措施支援

(一 )我國發展太陽光電產業相關投資獎勵及行政措施支援：

表 65 我國發展太陽光電產業相關投資獎勵及行政措施支援

獎勵項目 獎勵內容 主管機關 辦理依據

購 置 節 約

能 源 或 利

用 新 及 淨

潔 能 源 設

備 之 加 速

折舊

公司購置節約能源或利用新及淨

潔能源之機器設備 (包括發電設
備 )得適用加速折舊規定，另公司
投資於利用新及淨潔能源、節約

能源之設備或技術亦可適用投資

抵減優惠

94.2.2「促進 產業升級條
例 」 第 五 條 及 第 六 條 規

定、 95.3.27「公司購置節
約能源或利用新及淨潔能

源設備或技術適用投資抵

減辦法」

外 國 營 利

事 業 收 取

國 內 發 電

業 之 權 利

金 及 技 術

服 務 報 酬

免稅

發電業屬於股份有限公司，在電

廠開工以前洽請外國營利事業提

供建廠所需之規劃、工程基本設

計或細部設計及機器設備設計之

技 術 服 務 ， 經 能 源 局 專 案 核 准

者，該外國營利事業所取得之技

術服務報酬免納所得稅

86.5.2「外國營利事業收取
製造業技術服務業及發電

業之權利金暨技術服務報

酬免稅案件審查原則」第

八條規定

發 電 業 進

口 機 器 儀

器 設 備 若

屬 國 內 無

產 製 者 免

徵關稅

公司組織且符合電業法規定之發

電業，輸入海關進口稅則第八十

四、第八十五及第九十章之機器

或儀器設備，經經濟部證明用途

屬實且國內尚未製造者，免徵關

稅。租賃公司輸入符合上述規定

之機器或儀器設備，以資本租賃

方 式 供 給 合 於 規 定 之 事 業 使 用

者，亦可免徵關稅，其免稅手續

應由租賃公司會同其所供給之事

業共同辦理

「海關進口稅則」第八十四

章增註十二

外 資 參 與

民 營 發 電

廠 之 持 有

股 份 比 例

不受限制

為鼓勵外資參與民營電廠興建，

經濟部已奉行政院授權同意外資

參與電廠股份比例不受限制，並

由經濟部以代判院稿核定

經濟部

能源局

89.4.26「民營公用事業監
督條例」第十六條與 91.1.2
及 95.7.10行政院同意經濟
部陳報函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二 )南區環保科技園區 (根據「環保科技園區推動計畫補助款執行要

點」，此要點主管機關為環保署，自 2002 年開始實施 )：

土地租金補助費 (可轉為購地折抵 )：補助土地租金 50%，從完成承租

或購地合約後至民國 100 年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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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補助費：補助廠商初設資本額之十分之一，最高 2,500 萬元。

研究補助費：每案補助申請經費二分之一，先期研發每案最高補助 500

萬元，試量產每案最高補助 1,000 萬元。

(三 )產業創新條例優惠：

根據 99 年新實施之「產業創新條 � 」明定，公司得於研究發展支

出 � 額 15%限 � 內抵減當 � � 應納營 � 事業所得稅，並 � 超過該公司當

� � 應納營 � 事業所得稅額 30%為限，並同步修正所得稅法調 � 營 � 事

業所得稅稅 � 至 17%。

表 66 產業創新條例減免優惠

項 目 內 容

研究與發展
投資於研發支出金額 15%內，可抵減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但
以稅額的 30%以內為限。

生技新藥產業
投資於研發及人才培訓支出金額 35%限度內，抵減營利事業所得
稅。

進 口 國 內 無 產 製

機器設備

自國外進口國內尚未產製之機器設備，可享有免徵進口關稅之優

惠。

支 付 國 外 權 利 金

免納所得稅

自國外引進新生產技術或商品，而使用外國營利事業所有之專利

權、商標權或各種特許權，經經濟部工業局專案核准者，其所給

付外國事業之權利金免納所得稅。

支 付 國 外 技 術 服

務報酬適用 1.7%
或 2.25%優惠稅率

總機構在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在我國境內經營國際運輸、承包

營建工程、提供技術服務或出租機器設備，其成本機構或營業代

理人，得申請核准適用優惠所得稅稅率，國際運輸業優惠稅率為

1.7%，其他業務優惠稅率為 2.25%。

民 間 參 與 重 大 公

共建設

民間參與重大公共建設得享 5 年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投資抵
減、興建機具免徵進口關稅；房屋稅、地價稅、契稅減免。營利

事業投資參與重大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亦享有應納營利事業所

得稅之抵減。

註：1.本條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2.本條例自九十九年五月十二日開始施行，但第 10 條施行期間自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

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資料來源：產業創新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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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科學園區投資優惠：

表 67 科學園區投資優惠

註：1.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主管機關為國家科學委員會，自 2004年起實施。

2.科學園區創新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獎助要點，主管機關為國家科學委員會，於 1992年修正。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

七、與其他競爭對手國投資環境之分析比較

我國綠色環保產業主要競爭對手包含：德國、日本、韓國。其中，

我國「整體國家競爭力」表現優於德國、日本、韓國；我國「成長競爭

力」表現優於韓國；我國「投資環境」」表現優於德國、日本、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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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我國綠色環保產業競爭對手投資環境分析比較

註：世界經濟論壇(WEF)資料為 2009年 ~ 2010年排名，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BER)資

料為 2010年，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為 2010年，其餘為 2006年排名。

資料來源：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10、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9-2010(WEF)、HRRP/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 (2010)、Country 

Forecast-Global Outlook/EIU(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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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文創產業

一、投資利基簡述

(一 )受惠於 ECFA 對於視聽服務、電腦服務、研發服務業之開放，縣市

政府策略性推動電影產業，高雄發展數位文創產業機會來臨。

 ECFA 早收清單與數位文創產業相關內容：

表 69 服務貿易早期收穫清單─與數位文創有關者

大陸給予我國早收清單

根據臺灣有關規定設立或建立的製片單位所拍攝的、擁有50%以上的電
影片著作權的華語電影片經大陸主管部門審查通過後，不受進口配額限
制在大陸發行放映。該電影片主要工作人員組別中臺灣居民應占該組別
整體員工數目的50%以上

視聽服務業-取消台
灣華語電影片進口
配額限制

允許臺灣服務提供者在大陸設立獨資企業，提供數據處理服務數據處理服務業

允許台灣服務提供者在大陸設立合資、合作或獨資企業，提供軟件實施
服務與數據處理服務

軟件實施服務業

大陸給予我國早收清單

根據臺灣有關規定設立或建立的製片單位所拍攝的、擁有50%以上的電
影片著作權的華語電影片經大陸主管部門審查通過後，不受進口配額限
制在大陸發行放映。該電影片主要工作人員組別中臺灣居民應占該組別
整體員工數目的50%以上

視聽服務業-取消台
灣華語電影片進口
配額限制

允許臺灣服務提供者在大陸設立獨資企業，提供數據處理服務數據處理服務業

允許台灣服務提供者在大陸設立合資、合作或獨資企業，提供軟件實施
服務與數據處理服務

軟件實施服務業

大陸電影片經臺灣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後，每年以10部為限，可在臺灣商
業發行映演，並應符合大陸電影片進入臺灣發行、映演相關法規

視聽服務業-大陸華
語與合拍電影片

我國給予大陸早收清單

允許大陸服務提供者在臺灣以獨資、合資、合夥及設立分公司等形式設
立商業據點，提供研究與發展服務

研發服務業

大陸電影片經臺灣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後，每年以10部為限，可在臺灣商
業發行映演，並應符合大陸電影片進入臺灣發行、映演相關法規

視聽服務業-大陸華
語與合拍電影片

我國給予大陸早收清單

允許大陸服務提供者在臺灣以獨資、合資、合夥及設立分公司等形式設
立商業據點，提供研究與發展服務

研發服務業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研院 IEK整理(2010)

高雄縣市政府策略性推動電影產業：

高雄市政府於 2008 年已制定「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補助國產及本

國電影片作業要點」，提供電影片製作業者經費補助。

高雄縣政府於 2010 年亦表示電影是文創產業的龍頭，未來將提

供經費補助電影界之外，也將爭取舉辦國際大型影展，讓高雄成

為「東方坎城」。

跨國合作成功案例：

 � 陞科技與美國 Activision Blizzard 合作開發 Wii 遊戲「功夫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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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跨國合作首映創意「MuMuHug 3D 電視動畫影集」成功 �

銷 82 個國家。

大宇資訊「飛天 � 險 Free」授權東南亞與歐洲 12 國。

西基電腦獲得喬治 - � 卡斯監製「星際大戰系 � -3D 電影」的製

作委託。

遊戲橘子與 Taffy 共同投資「H108 水火傳」。

中華網 � 「中華英雄 online」授權搜狐暢游約新台幣 4.7 億元。

宇峻奧汀三國群英傳授權中國大 � 授權 � 達新台幣 1.5 億元。

希伯 � 開創非英語系國家成功向韓日等個國家輸出英語 � 位學

習產品 (Live ABC)。

勝典科技取得美國康 � 公司 � 位學習課程大型製作專案。

(二 )打造「高雄文創數位科技城」，高雄文化創意、數位科技、會展產

業、流行音樂廊帶成形。

高雄市港區周邊，隨著 SCET 進駐駁二特區、鴻海集團與小學館

投資高雄軟體科技園區，以及相關建設將陸續完成，如 :高雄世界

貿易展覽會議中心、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高雄港旅運大樓，

高雄市文創數位科技廊帶已然成形。

高雄擁有海洋問話特性，移民社會的多元包容特質，具備開放自

由的胸襟和寬廣的世界觀，充滿追求創新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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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2010)

圖 29 高雄市近期建設─與數位文創有關者

(三 )政府精心打造高雄成為文化創意國際城市：

自 2007 至 2009 年，高雄市政府協助電視、電影拍攝，計有「痞

子英雄」等電視劇 13 部、「不能沒有你」等電影 28 部、其他商

業廣告、音樂 MV 等 13 支。 2010 年台灣國片電影拍攝計 39 部，

其中在高雄拍攝就有 17 部，比例達 44%。

規劃高雄港站為「鐵道文化創意園區」，保留 38 線 (實為 40 線 )

傘型鐵軌，其容積率移轉到鳳山台鐵機場。以「生態博物館」形

勢重新規劃高雄港站。

運用現有文化消費、文化設施、文化觀光之區域，發展文化創意

展示特區。

活化中都窯廠場域，整合高雄窯藝發展及行銷。

(四 )高雄可槓桿加工出口區、南科等 ICT 製造能量，駁二特區的原創內

容，當地相關人才支應，成為發展數位文創應用服務最佳試煉場。

國內數位內容、遊戲設計相關系所，每年畢業生超過 2,000 人，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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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二科系位於南部地區，在人才供應條件上優於北部地區。

以下則為高雄地區人才供應來源：

表 70 高雄地區數位內容人才供應相關系所

學 校 學院 /中心別 科系 /中心名稱

樹德科技大學 設計學院 數位科技與遊戲設計系

文藻外與學院 研究所 創意藝術產業所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 文化事業發展系

高雄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院 傳統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中山大學 文學院 劇場藝術學系

樹德科技大學 研究中心 數位藝術中心

樹德科技大學 研究中心 文化創意數位內容研究中心

正修科技大學 管理學院 數位內容科技管理學位學程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整理(2010)

二、市場分析

(一 )根據 PricewaterhouseCoopers 針對全球娛 � 多媒體市場所做的分析

顯示，2006 � 全球市場規模達 1.43 兆美元，估計至 2011 � 時可達

1.96 兆美元，2007-2011 � 複合 � 成長 � (CAGR)為 6.4%。

(二 )亞太地區市場成長 � 居全球之冠：亞太地區為全球第三大市場，也

是持續成長速 � 最快的市場之一，2006 � 時亞太市場規模為 2,970

億美元，預計 2011 � 時可達 4,704 億美元，複合 � 成長 � 為 9.6%，

居全球地區市場成長之冠；此外，預估中國將於 2009 � 超越日本，

成為亞太地區最大市場。

(三 )台灣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概況：

台灣數位內容產業推動迄今，產值由 2002 � 的新台幣 1,537 億元，

成長至 2009 � 達新台幣 4,603億元，� 複合成長 � (CAGR)為 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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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位內容產業推動辦公室(2010)

圖 30 台灣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概況

 2002-2009 � 外銷 � 額從新台幣 100億元成長至新台幣 350億元的

規模。

(四 )高雄地區發展出數個新興文創產業群聚，加上 SCET 及小學館進駐

帶動效應，並隨著國內遊戲、動畫大廠在高雄紮根發展，數位文創

產業在高雄已形成初步群聚雛型。

近年來高雄市為推動文創產業發展，除了積極建設各項國際級藝

文場所，特別成立拍片支援中心，訂定獎金補助辦法，協助支援

影視產業，締造無數成功案例，如：「痞子英雄」、「不能沒有

你」等。

高雄未來數位文創產業發展，全面推動創意加值數位遊戲、電腦

動畫產業、學習產業、影音應用產業、行動應用服務產業、網路

服務業、內容軟體產業、創意加值數位出版與典藏等產業，勢將

高雄打造成「文創數位科技城」，與全球華人地區重要的文創產

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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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二藝術特區、
高雄軟體科技園
區、市立文化中
心、海洋文化及
流行音樂中心、
舊堀江商場

 SCET：投資高雄設置數位內容研發測試中
心，將磁吸引進PS3軟體週邊日本遊戲廠

商「音樂館」、電影製作業者「

PA(Prem ium Ag e n cy In c.)」及音樂製作

業者等共同進駐

小學館：已進駐高雄軟體科技園區，初期
導入數位教育學習軟體、教材輔具等業務

，刻正與教育局進行數位學習試驗計畫

智冠科技：占全國遊戲軟體產值45%，為
高雄在地遊戲龍頭廠商

西基電腦動畫股：國內唯一具備製作國際
大型3D動畫影片能力的公司

衛武營都會公園及
藝術文化中心、大
東藝術園區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整理(2010)

圖 31 高雄數位文創產業群聚

三、競爭分析

(一 )外商來台投資的優勢：

台灣 � 位內容產業 2007 � 產值約為 3,609 億元新台幣，較 2006 � 成

長 5.7%。產值結構方面，在 � 位內容八大 � 域之中以內容軟體規模最

大，約佔 48%，其次為網 � 服務 (22%)與 � 位影音 (11%)，至於 � 動應

用服務 � 域與 � 位遊戲則分別佔台灣 � 位內容產業總產值的 7.9%與

6.6%， � 位學習、電腦動畫以及 � 位出版與典藏目前產值規模仍小僅

約為總產值的 0.6~2.7%之間。

 � 位內容範疇相當廣泛，其中網際網 � 、內容軟體、無線寬頻、 � 動應

用服務等， � 是相當重要的 � 域，對於政府正在推動的 M 台灣計畫，

� 是扮演極關鍵的基礎角色。台灣的電腦動畫產業已經逐漸脫 � 完全代

工，並轉型成共同研發及自創品牌的模式； � 位遊戲產業也開始深入國

際舞台，與歐美、亞太地區國家進 � 產品研發及營運管 � 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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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台灣招商 � 明大會」(2010)

圖 32 台灣數位內容產業發展目標

(二 )主要競爭大廠及動態：

近 � � 台灣 � 位內容各 � 域之發展，其中，電腦動畫從原有代工模式

轉為自有版權內容開發之際，因轉型動能 � 足，致使前 � � 產值成長

速 � 下 � ，惟 2007 � 後已逐漸回 � 成長。

隨著有線暨無線寬頻網 � 興起，帶動 � 位遊戲、 � 動應用服務、 � 位

學習及 � 位出版與典藏等 � 域發展，各 � 域複合平均成長 � 皆超過

30%，尤其是 � 位學習及 � 位出版與典藏 2 個 � 域，因為有國家型計

畫之經費挹注，複合 � 成長 � � 分別高達 88%及 42%。

表 71 台灣數位文創產業廠商

產業組成 廠商名稱

� 位內容產品

大宇、智冠、遊戲橘子、鈊象、昱泉、 � 陞、和信戲谷、首映、電

視豆、會宇、躍獅、青禾、春水堂、明日工作室、擎天科技、甲尚、

台灣夢工場、頑石創意、育碁、一宇、巨磯、 � 合新聞網、故事巢、

中時、億泰利、網龍、華義、鈊象、宇峻、數位聯合、精品、力新、

蒙恬、和平、系微

� 位內容服務

滾石移動、隨身遊戲、 PChome、動視科技、中環、中嘉、東森、

公視、KKBOX、中華電信、104 資訊科技、CatchPlay、 � 代 � 位、

� 位 � 合、網絡 � 碼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整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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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投資高雄的競爭優勢：

高雄地區 2008 年數位內容產業產值約 600 億元，數位人力成長速率達

20%。高雄市較南部其他縣市產值高的產業是，電影產業、建築設計

產業、設計產業、廣告產業、 � 位休閒娛 � 產業、工藝產業、廣電業、

出版產業及視覺藝術產業等，這些產業的產值高於其他縣市所占比

� ，特別是電影產業、建築設計、廣告、廣電產業的產值已占南部產

值的 50%以上。

資料來源：吳 � 賞，高雄市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策略之研究(2008)

圖 33 南部七縣市各項文化創意產業平均營收總值百分比

高雄地區數位文創投資特區蓄勢待發：駁二藝術特區、高雄軟體科技

園區已建置完成並啟動營運，至於衛武營都會公園與藝術文化中心、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則仍在建置期間，高雄

地區數位文創群聚已逐步成形，後續投資帶動效應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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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產成本

(一 )土地租金成本：

駁二藝術特區：

建於民國 62 年，90 年著手整治，92 年對外開放。發展目標為：1.文

化創意發展基地；2.扶植藝文產業或文創產業進駐；3.藝術及文創人才

培育；4.積極推動藝文倉庫群集中發展區域。2010 年 11 月 SCET 進駐，

且闢建育成中心，提供以遊戲產業為目標的創作者開發遊戲的環境，

並且提供在日本活躍於第一線的遊戲創作者的直接指導，以及創業支

援等各式各樣的協助。

規劃中的「設計中心」開放數位內容、文創藝術業者進駐，每坪租金

約 600 元。

高雄軟體科技園區：

高雄軟體園區位於高雄市多功能經貿園區中心區位，地處高雄市中

心區域，聯外交通便捷，至高雄小港機場只要 15 分鐘，在高雄捷運獅甲

站附近，商務人士搭高鐵往來洽公非常方便，周遭生活機能亦佳，有夢

時代、IKEA、COSTCO 等購物中心，附近亦有三多商圈、世貿展覽及國

際會議中心及高雄主要金融機構，可以說是距離商業市中心最近的科技

園區。目前主要分為三大坵塊進行開發：分別為 ABC 坵塊，由國城建設

投資興建租售，目前已啟用；DEF 坵塊，已積極規劃開發，未來將公開

徵求開發商，提供區內事業進駐，或由區內事業承租自行興建；G 坵塊，

由慶富造船集團等 3 家公司共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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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軟體園區引進的產業類別以數位內容產業及資訊服務業為核

心，主要是驥望可以提升高雄在科技及資訊產業之競爭優勢，因此以數

位資訊產業為主要的招商目標，其目標引進產業略述如下：

數位內容產業：數位遊戲、電腦動畫、數位學習、數位影音應用、行

動內容、網路服務、內容軟體、數位出版典藏等。

資訊服務業：企業 E 化、協同設計、電子商務等。

企業營運總部、研發中心、設計中心

支援服務業：支援前述各產業別之共用資訊設施服務、軟體應用工具、

軟體技術、育成中心及管理訓練服務等。

截至 2010 年 12 月底為止，累計通過審查 165 件，總投資金額 96.54

億，估計可以創造 4,600 工作機會。目前進駐的廠商類型，包含資訊及

通訊傳播業、光學醫療器材及鐘錶業、電力機械器材及設備業、電子零

組件業、金屬及鋼鐵業、機械設備業、食品服務業、國際貿易業、顧問

服務業及其他，目前以資訊及通訊傳播業廠商家數最多，電子零組件業

次之。區內代表性廠商包含：慶富造船集團、鴻海精密工業、日本小學

堂出版社等。

本園區土地租金每平方公尺 39.2 元，適用「6688」優惠方案。

(二 )勞工成本：

台灣約有 1,000 萬勞動人口，其中 35%具有大專或大學以上學歷，每

年亦有 32 萬大專以上畢業生，充分供應工商業的人力需求。

台灣法定的最低薪資，按月計酬者，法定最低薪資為新台幣 17,880 元；

按時計酬者，其每小時最低薪資為新台幣 9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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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台灣數位文創相關行業平均薪資

行業名稱 平均薪資 (元 )

出版業 50,851

影片服務、聲音錄製及音樂出版業 35,675

傳播及節目播送業 43,856

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 54,351

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 51,343

創作及藝術表演業 40,205

註：資料為 2010年 10月台灣各業平均薪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三 )水電費：

根據美國能源資訊協會及馬來西亞電力公司 2009 年對世界 26 國用電

統計比較，住宅及工業用電平均單價我國排名為第三低。另外，在亞

洲新興國家中，除韓國、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區平均水價均高於

我國；歐洲國家之平均單位水價幾乎是我國 3 至 17 倍。

供電方面：高雄市有全國最大的大林火力發電廠、興達火力發電廠、

南部火力發電廠、高屏水力發電廠，滿足工業區廠商生產用電與一般

民生用電；用水方面，有阿公店、澄清湖、鳳山、南化水庫等，提供

充裕的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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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主要城市水價及電價比較

(水價單位：新台幣元/立方公尺，電價單位：新台幣元/瓩小時)

註：台幣對美元換算匯率為 1美元=31.517台幣(2008年平均匯率)。

*新加坡平均電價係依網站公布之電價列計；香港則依其 2008年平均電價推算；南韓係採 2008

年年中之匯率換算。

資料來源：The Intem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ELECTRICITY INFORMATION (2009 Edition)》

及馬來西亞電力公司(TNB) 2009年統計資料

(四 )通訊：

資訊通信設備完善：高雄市市話普及率達 97.56%、行動電話普及率達

92.5%、家庭上網率達 76%、寬頻網路使用率達 63.37%。

各國行動電話通話費：

表 74 各國行動電話通話費

資料來源：新美國基金會開放科技計畫(OTI)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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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國行動電話簡訊費：

表 75 各國行動電話簡訊費

資料來源：新美國基金會開放科技計畫(OTI)網站

(五 )聯外交通：

高雄地區的交通工具上，主要可以透過公路、鐵路、空運與海運等

四種工具可供選擇，以下分別說明。

公路運輸：高雄地區現有之公路系統可分為高速公路、省道、縣道及

市區幹道等四部份。由於市區內部道路體系已高度發達，因此不予贅

述。在對外公路交通方面，主要有國道一號 (中山高 )、國道三號 (福爾

摩沙高 )、國道十號、省道台一線以及台 88 號快速道路貫穿其中，交

通動線四通八達。

鐵路運輸：鐵路運輸方面，則有台鐵高雄站與高鐵左營站，可供都市

間的交通運輸，其中高鐵左營站至台北站僅需 96 分鐘。在高雄縣市的

鐵路運輸上則可利用台鐵以及捷運紅、橘雙線，以高雄火車站為核心，

在 30 分鐘內，其北可達橋頭、其南可達小港、其東可達大寮、其西可

達西子灣，至高雄國際機場亦僅需 16 分鐘的時間。

航空運輸：台灣地區現有桃園及高雄小港兩處國際航線專用機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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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雄小港機場是我國第二大的國際機場，在高鐵通車前亦肩負國

內南北航空運輸樞紐的重要地位，目前則以離、外島，如金門、澎湖

以及本島花蓮線為主。至於在國際航線上，高雄小港機場飛航東亞交

通圈 (東京、首爾、上海、香港、馬尼拉及新加坡等 )在一日以內均可

來回，有助於國際企業在高雄設立東亞營運中心。

海 (河 )運輸：高雄為我國第一大港市，而高雄港為我國海運之主要門

戶，在台灣各地港口中，高雄港是運量規模最大之國際港，每年進出

口貨櫃運量占全國總運量近 75%。在國際航線上，高雄港位於東亞島

鏈的中心，至東京、斧山、上海、香港、馬尼拉及新加坡等亞太主要

港口的平均航行時間最短，有助於高雄地區成為服務歐美跨國企業與

產品貿易的亞太營運與物流中心。

五、賦稅規定

(一 )營利事業所得稅：

總機構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含外商在台子公司 )，應就我國境內外

全部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但其來自我國境外之

所得，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得自應納稅額中扣抵。

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其國外所得而增加之應納稅額。

總機構在我國境外之在台營利事業 (如外商在台分公司 )，有我國來源

所得者，應就其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依「所得稅法」規定課

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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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 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

課稅所得額 (P)級距 稅率

120,000 元以下 免稅

超過 120,000 元
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 17%，但其應納稅額不

得超過課稅所得額超過 12 萬元以上部分之半數

資料來源：財政部賦稅署(2010)

(二 )個人所得稅：

凡有我國來源所得之個人，不論其為本國人或外國人，亦不論其是

否居住我國境內，均應就我國來源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

表 77 綜合所得稅稅率參考

單位：新台幣元

綜合所得淨額 稅率 累進差額 應納稅額

0— 500,000 × 5% — 0 ＝

500,001— 1,090,000 × 12% — 35,000 ＝

1,090,001— 2,180,000 × 20% — 122,200 ＝

2,180,001— 4,0900,000 × 30% — 340,200 ＝

4,0900,000 以上 × 40% — 749,200 ＝

資料來源：財政部賦稅署(2010)

(三 )營業稅：

在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課徵營業稅。營業

稅之課徵區分為加值型營業稅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加值型營業稅：係就企業在產銷過程中之加值課徵之租稅。除適用零

稅率及免稅之項目外，現行加值型營業稅稅率為 5%(應納營業稅=銷項

稅額 -進項稅額 )。

非加值型營業稅：課徵非加值型營業稅之行業包括金融及保險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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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業、特種飲食業、小規模營業人及財政部規定免予申報銷售額之營

業人等。但可依規定申請核准改採加值型營業稅。前述行業按其銷售

總額課稅，不能扣抵進項稅額，最高稅率為 25%、最低為 0.1%。

(四 )進出口關稅：

以下說明數位文創產品進出口關稅情形：

表 78 數位文創產品平均進出口關稅

產業涵蓋

範疇 (本研

究定義 )

台灣各類產品

進口關稅

中國各類產品

出口關稅

歐盟各類產品

出口關稅

美國各類產品

出口關稅

日本各類產

品出口關稅

影 片 服

務、聲音錄

製 及 音 樂

出版；軟體

出版；電腦

軟 體 設

計；創作及

藝術表演

感光或電影用

品 0-3.5%、書

籍 、 新 聞 報

紙、圖書及其

他印刷工業產

品；手寫稿、

打字稿及設計

圖樣 0%、電機

與設備及其零

件；錄音機及

聲音重放機；

電視影像、聲

音紀錄機及重

放機；以及上

述各物之零件

及 附 件

0-15%、光學、

照相、電影、

計量、檢查、

精密、內科或

外科儀器及器

具；上述物品

之零件及附件

0-10%、 藝 術

品、珍藏品及

古董 0%

感光或電影用

品 0-35%、書

籍 、 新 聞 報

紙、圖書及其

他印刷工業產

品；手寫稿、

打字稿及設計

圖樣 0-7.5%、

電機與設備及

其零件；錄音

機及聲音重放

機 ； 電 視 影

像、聲音紀錄

機及重放機；

以及上述各物

之零件及附件

0-35%、光學、

照相、電影、

計量、檢查、

精密、內科或

外科儀器及器

具；上述物品

之零件及附件

0-25%、 藝 術

品、珍藏品及

古董： 0-14%

感光或電影用

品 0-6.5%)、書

籍 、 新 聞 報

紙、圖書及其

他印刷工業產

品；手寫稿、

打字稿及設計

圖樣 0%、電機

與設備及其零

件；錄音機及

聲音重放機；

電視影像、聲

音紀錄機及重

放機；以及上

述各物之零件

及 附 件

0-14%、光學、

照相、電影、

計量、檢查、

精密、內科或

外科儀器及器

具；上述物品

之零件及附件

0-6.7%、藝術

品、珍藏品及

古董 0%

感光或電影用

品 0-6.5%、書

籍 、 新 聞 報

紙、圖書及其

他印刷工業產

品；手寫稿、

打字稿及設計

圖樣 0%、電機

與設備及其零

件；錄音機及

聲音重放機；

電視影像、聲

音紀錄機及重

放機；以及上

述各物之零件

及 附 件

0-15%、光學、

照相、電影、

計量、檢查、

精密、內科或

外科儀器及器

具；上述物品

之零件及附件

0-7.2%、藝術

品、珍藏品及

古董 0%

感光或電影用

品 0%、書籍、

新聞報紙、圖

書及其他印刷

工業產品；手

寫稿、打字稿

及 設 計 圖 樣

0%、電機與設

備及其零件；

錄音機及聲音

重放機；電視

影像、聲音紀

錄 機 及 重 放

機；以及上述

各物之零件及

附 件

0-4.79% 、 光

學、照相、電

影、計量、檢

查、精密、內

科或外科儀器

及器具；上述物

品之零件及附

件 0-5.29%、藝

術品、珍藏品

及古董 0%

資料來源：關稅總局、工研院 IEK整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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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資獎勵措施及行政措施支援

(一 )政府可提供之協助措施：

表 79 數位文創產業相關政府協助措施

計畫名稱 實施期間 主管機關

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2003 年 ~

數位內容產業發展補助計畫 2007 年 ~

經濟部工業局

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文化

創意產業發展
2008 年 ~

補助藝文產業創新育成計畫 2008 年 ~

文創產業創業圓夢計畫 2010 年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資料來源：關稅總局、工研院 IEK整理(2010)

(二 )中央租稅優惠：

稅務競爭優勢：營利事業所得稅 17%，相較中國大陸 25%、韓國 22%

為低，與新加坡 17%、香港 16.5%相當。

中央投資優惠政策方案─研發經費補助：主導性新產品開發之獎勵措

施補助、產業技術研發之補助、研發中心補助。

加工出口區租稅優惠：免關稅、免營業稅、免貨物稅、免契稅，及營

利事業所得稅、廠房貸款、房屋稅等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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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0 加工出口區租稅優惠

註：依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主管機關：經濟部；實施期間自 1972年起)整理而成。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

(三 )產業創新條例優惠：

根據 99 年新實施之「產業創新條 � 」明定，公司得於研究發展支

出 � 額 15%限 � 內抵減當 � � 應納營 � 事業所得稅，並 � 超過該公司當

� � 應納營 � 事業所得稅額 30%為限，並同步修正所得稅法調 � 營 � 事

業所得稅稅 � 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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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產業創新條例減免優惠

項 目 內 容

研究與發展
投資於研發支出金額 15%內，可抵減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但以稅額的 30%以內為限。

生技新藥產業
投資於研發及人才培訓支出金額 35%限度內，抵減營利事業所

得稅。

進口國內無產製機

器設備

自國外進口國內尚未產製之機器設備，可享有免徵進口關稅之

優惠。

支付國外權利金免

納所得稅

自國外引進新生產技術或商品，而使用外國營利事業所有之專

利權、商標權或各種特許權，經經濟部工業局專案核准者，其

所給付外國事業之權利金免納所得稅。

支付國外技術服務

報 酬 適 用 1.7%或

2.25%優惠稅率

總機構在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在我國境內經營國際運輸、承

包營建工程、提供技術服務或出租機器設備，其成本機構或營

業代理人，得申請核准適用優惠所得稅稅率，國際運輸業優惠

稅率為 1.7%，其他業務優惠稅率為 2.25%。

民間參與重大公共

建設

民間參與重大公共建設得享 5 年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投資抵

減、興建機具免徵進口關稅；房屋稅、地價稅、契稅減免。營

利事業投資參與重大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亦享有應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之抵減。

註：1.本條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2.本條例自九十九年五月十二日開始施行，但第 10條施行期間自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

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資料來源：產業創新條例

七、與其他競爭對手國投資環境之分析比較

我國數位文創產業主要競爭對手包含：日本、韓國。其中，我國「整

體國家競爭力」表現優於日本、韓國；我國「成長競爭力」表現優於韓

國；我國「投資環境」」表現優於日本、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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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我國數位文創產業競爭對手投資環境分析比較

註：世界經濟論壇(WEF)資料為 2009年 ~ 2010年排名，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BER)資

料為 2010年，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為 2010年，其餘為 2006年排名。

資料來源：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10、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9-2010(WEF)、HRRP/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 (2010)、Country 

Forecast-Global Outlook/EIU(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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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農業

一、投資利基簡述

(一 )農產品係 ECFA 協商結果中，大陸單方負擔對其產業衝擊之產業，

使高雄發展精緻農業良好的保護傘：

 大陸給予我方18個稅項農漁產品零關稅優惠：
1 . 農產品(涵蓋13個稅項，8種產品)：文心蘭、金針菇、香蕉、柳橙、檸
檬、哈密瓜、火龍果、茶葉
2 .漁產品(涵蓋5種稅項，5種產品)：其他活魚、其他生鮮冷藏魚、其他
冷凍魚、其他凍魚片、生鮮甲魚蛋
3 .上述18個稅項協商前帄均稅率13.3%，將分期降為零關稅

 為維護我農業利益，ECFA諮商我國未給予中國大陸任何一項農
產品早收優惠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部、工研院 IEK整理(2010)

圖 34 農業早期收穫清單

(二 )中國大陸在 2006 年後，陸續對台灣開放多項水果和蔬菜免關稅進

口，包括台灣盛產的鳳梨、香蕉、釋迦、木瓜、番石榴、芒果、蓮

霧、柚類都名列其中。隨著大陸赴台遊客數量增加，對台灣的優質

蔬果有更多認識，台灣精緻農產品在大陸的市場必能逐漸打開，成

為台灣未來農業發展的重要基礎。

(三 )台灣精緻農業技術水準位居全球第 12 名：台灣的精緻農業發展有賴

於農業技術研發，其技術水準目前居世界第十二位。台灣農人充分

利用台灣優越的地理條件，培植出千姿百態的奇花異卉，香甜可口

的各種瓜果。台灣種植蘭花，出瓶種苗栽培至 3 .5 吋僅需 12-18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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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較日本、歐洲縮短約 6 個月；全世界可養殖的石斑魚有 7 種，

台灣就繁殖了 6 種；水晶蝦、神仙魚等觀賞魚屢獲世界冠軍。

(四 )大高雄蔬菜種植面積 8,398 公頃 (產量 129,569 公噸 )，全國第 7 位，

於梓官鄉設有蔬菜生產中心；果品種植面積 20,626 公頃 (產量

276,811 公噸 )，全國第 5 位。

表 83 高雄蔬菜種植概況

種植面積 (公頃 ) 產量 (公噸 ) 全國排名

合計 8,398 129,569 7

蘿蔔 209 6,908 6

薑 90 1,915 5

芋 145 14,459 4

蔥 350 4,756 4

洋蔥 44 2,187 4

竹筍 1,912 23,365 6

不結球白菜 364 4,219 3

芹菜 102 1,297 3

花椰菜 379 7,618 4

胡瓜 257 6,437 2

苦瓜 130 2,973 5

番茄 586 15,284 4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 2009年 7月



高雄地區最適引入之重點及策略性產業招商引資說帖

124

表 84 高雄果品種植概況

種植面積

(公頃 )

產量

(公噸 )

全國

排名
主要產地

合計 20,626 276,811 5

香蕉 2,175 53,316 3 旗山鎮、美濃鎮

鳳梨 1,393 69,760 4 大樹鄉、鳥松鄉

龍眼 1,911 11,022 3
內門鄉、杉林鄉、旗山鎮、燕巢鄉、

阿蓮鄉、岡山鎮

芒果 2,118 12,832 3 六龜鄉、杉林鄉、阿蓮鄉

番石榴 2,727 61,207 1 燕巢鄉、大社鄉、阿蓮鄉

木瓜 353 12,313 3 美濃鎮、旗山鎮

蓮霧 519 2,974 2 六龜鄉、旗山鎮、阿蓮鄉

梅 1,932 8,161 2 那瑪夏鄉、桃源鄉、六龜鄉、甲仙鄉

荔枝 3,848 11,679 1 大樹鄉、旗山鎮

棗 1,037 13,765 2 燕巢鄉、阿蓮鄉、六龜鄉

可可椰子 814 7,138 3 旗山鎮、杉林鄉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 2009年 7月

(五 )規劃中的「民生供應運籌園區」，整合行銷促進農業電子化，減少

食物之碳足跡，也促使高雄邁向農業產銷中心方向前進。

二、市場分析

(一 ) 2009 年台灣農業生產總值估計為新臺幣 3,917 億元，較 2008 年減少

5.76%，其中農產品占農業總產值之比例為 45.38%，畜產品 33.76%，

漁產品 20.73%，林產品僅占 0.13%。產貿易方面，2009 年農產品進

口值 100.46 億美元，較 2008 年減少 17.12%，主要進口產品為穀類

及其製品、中藥材、木材及其製品等；農產品出口值 32.08 億美元，

較 2008 年減少 16.67%，外銷主要項目包括魚類及其製品、皮類及

其製品等。農產價格變動方面，2009 年平均農林漁牧產品的躉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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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指數較 2008 年下  6.7%，主要是因 2008 年進口原料大漲，而 2009

年大宗原物料價格已略為回穩，其中農產品價格下跌 13.65%，林產

品下跌 10.79%，畜禽產品下跌 2.73 %，僅水產品小幅上漲 3.2 %。

(二 )台灣整體精緻農業至 2012 年預估總產值達 1,349 億元，其中產值倍

增產業，包含：有機農業、吉園圃、農業生技、觀賞魚、農業精品

等。此外，至 2012 年累計增加就業機會 53,000 人次。

(三 )全球農業生技產業商機可期，97 年產值 411 億美元，102 年成長至

630 億美元。2008 年我國農業生技產值新台幣 35 億元，占新興生技

產業總產值 226 億元之 15.4%；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核准 67 家業

者，20 家已進駐生產，總投資額 36.7 億元。

(四 )國內休閒產業與農村旅遊共 63 處休閒農業區、有 177 家登記休閒農

場，2008 年農村休閒年產值 74 億元，遊客人數 959 萬人次，其中

國外有 63,739 人次；森林生態旅遊共 18 處森林遊樂區、8 處自然教

育中心及全國步道系統，2008 年森林生態旅遊事業年產值 33 億元，

遊客人數 480 萬人次。

(五 )農業精品部分：

台灣茗茶：茶葉總產量 1.7 萬公噸，其中產銷履歷及產地證明標章

之精品產量 900 公噸，產值 9 億元。

農村美酒：農村酒莊 23 家，製酒量 20 萬公升，產值約 1 億元。

經典好米：糙米總產量 117 萬公噸，良質米 96.2 萬公噸，品質優

良精品米 2,500 公噸，產值約 4 億元。

竹製精品：傳統竹材產業產值約 1 千萬元，推動產型開發竹製精

品，包括竹炭、竹藝品、精緻複合竹材等，產值約 20 億元。

金鑽水產：漁業國內超低溫鮪魚、蜆精、烏魚子及海鱺等 11 項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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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產值約 8.8 億元。

優質畜產：優質畜產品，如雞精、養生膠、甘醇熟成火腿、香 Q

膠化蛋等，產值約 29 億元。

(六 ) 2009 年大高雄農業總產值達 295.78 億元，其中農產產值 104.29 億

元，佔總產值 35.26%，畜產產值 89.93 億元，佔總產值 30.4%，漁

業產值 101.55 億元，佔總產值 34.3%。

高雄縣農業總產值達 244.50 億元，其中農產產值 103.57 億元，佔

總產值 42.36%，畜產產值 89.79 億元，佔總產值 36.72%，漁業產

值 51.14 億元，佔總產值 20.92%，其中 84%為內陸養殖漁業。

高雄市農業總產值達 51.28 億元，其中農產產值 0.72 億元，佔總

產值 1.41%，畜產產值 0.14 億元，佔總產值 0.28%，漁業產值 50.41

億元，佔總產值 98.31%，其中 98%為遠洋漁業，顯示大高雄農漁

產值相當，農產略多於漁業產值，並顯示大高雄為台灣重要農業

產地，其遠洋漁業更具領導地位。

表 85 高雄農林漁牧業產值

農業總產值

(億 )

農產產值 (億 )

產值比率 (%)

畜產產值 (億 )

產值比率 (%)

漁業產值 (億 )

產值比率 (%)

104.29 89.93 101.55
大高雄 295.78

35.26 30.4 34.3

103.57 89.79 51.14

高雄縣 244.50
42.36 36.72

20.92

(84%內陸養殖 )

0.72 0.14 50.41

高雄市 51.28
1.41 0.28

98.31

(98%遠洋漁業 )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2009年

(七 )大高雄主要農產品以水稻、蔬菜、水果為大宗，為台灣重要的蔬果

產地；其中尤其番石榴、棗子和荔枝的年產量更是全台第一，其他



精緻農業

127

如鳳梨、木瓜、龍眼、香蕉、蓮霧和金煌芒果產量也很豐碩，可說

是台灣水果之鄉。畜產有養豬、雞、乳牛、羊、鹿等；養殖業以石

斑、虱目魚、鰻魚等為大宗。

表 86 高雄農牧業概況

種植面積 (公頃 ) 產量 (公噸 ) 全國排名

稻作 4,768 24,748 12

蔬菜類 8,398 129,569  7

雜糧類 1,382 7,064  8

果品類 20,626 276,811  5

特用作物類 (菸草 ) 186 462  1

花卉類 859 -  6

畜牧類 (豬 ) 850 戶 399,224 頭  5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 2009年 7月

三、競爭分析

(一 )外商來台投資的優勢：

台灣致力發展全民共享的健康產業、科技領先的卓越產業、安適時尚

的樂活農業。

地理條件優越
蘭花出瓶種苗栽培成
熟株時間領先世界

石斑魚全世界7種可
人工培育台灣有6種

兩岸關係情勢和緩

有助優質產品行銷

大陸市場

已建立植物品種
智財權保護制度
歐日美澳已同意我國
申請品種權

歐盟同意相互採認新
品種性狀檢定報告書

農業技術水準
全世界第12位

掌握最多蝴蝶蘭品種
觀賞魚新品種屢獲世
界首獎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精緻農業健康卓越方案」

圖 35 台灣精緻農業發展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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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競爭大廠及動態：

台灣的農業已儼然轉型為包含傳統農產品、結合綠色生態的健康農

業，以台灣農業穩固的研發為基礎，包括休閒養生、安適時尚的樂活

色彩，以及把農業與鄉土文化結合的精緻農業等範圍廣泛的現代農業。

根據台灣農委會制定的“精緻農業健康卓越方案”，台灣將投入高質

素的研究人才，以多樣化生態文化、發達的資訊為基礎，運用基因選

種、疫苗開發等新技術，開拓休閒養生、高所得等新興市場，發展全

民共享的健康農業、科技領先的卓越農業、安適時尚的樂活農業。

中國大陸在 2006 年後，陸續對台灣開放多項水果和蔬菜免關稅進口，

包括台灣盛產的鳳梨、香蕉、釋迦、木瓜、番石榴、芒果、蓮霧、柚

類都名列其中。隨著大陸赴台遊客數量增加，台灣精緻農產品在大陸

的市場必能逐漸打開，成為台灣未來農業發展的重要基礎。

表 87 台灣精緻農業廠商

產業組成 廠商名稱

農產品供應商

稻米：壽米屋、澳亞、今口香、亞洲瑞思、泉順、源福順

蔬菜：典記、啟津、高原、臣邑、亞細亞、禎祥、稼穡種子

水果：金子宏、外揚、杜普、台灣精果、盛豐、長慶、銘展、利統

茶：崧峰、海鈺、泉發、華剛、金南昌、鼎崴、奕成、凍頂、京工、

華真、自然之味、鮮樂透、飄逸

花卉：森宥、德城行、芊卉、展壯、和華、台灣花卉生物技術

農業生技 雙逸、幸運草、新世紀漢方生技、魔米、健力士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整理(2010)

(三 )投資高雄的競爭優勢：

高雄本於運籌物流、批發零售優勢，可定位為南部農業產銷中心，並

推動農產行銷及休閒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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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為農業大縣，固然擁有豐富的農特產資源，包含：田寮龍眼、

龍眼花蜜、大樹鳳梨、荔枝、旗山香蕉、美濃米、內門火鶴、金鑽鳳

梨、龍眼、杉林紅孩兒木瓜等，均為當地頗具特色之農產品，且農業

技術水準為全球第十二位，可作為發展精緻農業之最佳基礎。

高雄縣提供農村再生與田園樂活體驗、有機農業示範區、生態文化多

樣性等，形成發展農業休閒之良好基礎。

高雄市百貨公司、批發零售業林立，成為農產品銷售最佳通路。若與

觀光網絡進一步結合，或配合農村旅遊，開發將較為高值的茗茶、酒

類、咖啡、精品米、竹製精品等具產地特色之旅遊伴手禮，吸引遊客

購買，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

資料來源：高雄縣政府(2008)

圖 36 高雄縣農地資源空間發展構想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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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產成本

(一 )土地租金成本：

精緻農業因較無特定規劃之投資區域，故以共通性土地租金成本資

訊說明之。

高雄市土地租金：依 2010 年高雄市土地公告地價總額換算百分之五租

金率，則土地租金約新台幣 394 元 /m2。

根據「高雄市獎勵民間投資實施辦法」，對於承租三大園區土地者，

設有租金補貼，於租金優惠期間內，每年按優惠前租金補貼百分之三

十；承租本市房地租金之補貼，於補貼期間內 (最長為五年 )，按租賃

契約所載租金百分之五十補貼之 (每年以新台幣四十萬元為限 )。另依

「高雄市獎勵投資興建公共設施自治條例」，租用市有土地者，其租金

依照規定之標準，並自核准之日起十年內減半計收。

科學園區租金成本：

表 88 新竹科學園區各棟標準廠房租金

租金單價 (元 /月 )廠房

區位
廠房

平方公尺 坪

1 樓 126 416

2 樓 119 390

3 樓 110 363

4 樓 103 340

一、標準廠房

5 樓 98 323

二、智權產業中心 188 620

1 樓 主建物 197，公設 182 650， 600
三、高層廠房

2 樓 -7 樓 182 600

四、矽導廠房 182 600

1 樓 125 413

新竹

園區

五、篤行廠房

(99.4 起提供租用 ) 2-5 樓 114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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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8 新竹科學園區各棟標準廠房租金(續)

租金單價 (元 /月 )廠房

區位
廠房

平方公尺 坪

1 樓 147 485

2 樓 142 469

3 樓 138 455
六、聯合服務大樓

4 樓 133 439

一期標準廠房 1 樓 -5 樓 125 413竹南

園區 二期標準廠房 1 樓 -5 樓 125 413

資料來源：新竹科學園區網站

表 89 南部科學園區廠房土地租金

台南園區 每月 23.49 元 /平方公尺，並應外加營業稅 5%
土地租金

高雄園區 每月 11.21 元 /平方公尺，並應外加營業稅 5%

台南園區
廠房共五期，每樓面積約 750~946 平方公尺，每平方公

尺租金 94~142 元 (每月 )
廠房租金

高雄園區
廠房共二期，每樓面積約 960~2040 平方公尺，每平方公

尺租金 91~120 元 (每月 )

資料來源：南部科學園區網站

表 90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土地及廠房租金表

園區別 範圍 租金單價  (元 /月 /平方公尺 )

素地租金 公共設施建設費 合計
土地

4.40 14.65 19.05台中園區

廠房 88

虎尾園區 土地 2.67 12.91 15.58

后里園區 土地 2.11 5.96 8.07

二林園區 土地 0.88 0 0.88

資料來源： 中部科學園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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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工出口區租金成本：

表 91 加工出口區租金成本比較

園區
楠梓

園區

楠梓第

二園區

高雄

園區

台中

園區

中港

園區

屏東

園區

臨廣

園區

軟體

園區

成功

園區

租金元

/月 /m2 11.50 16.7 10.50 9.15 7.89 1.33 12.5
19.6/

39.2

6.25%

申報

地價

資料來源：經濟部全球台商服務網

工業區土地成本：

表 92 新進開發工業區土地成本比較

工業區名稱 土地成本

宜蘭利澤 每坪 122 元 /租

彰化濱海 每坪 30-46 元 /租

經濟部工業局

開發之工業區

雲林科技 每坪 40.363 元 /租

岡山本洲 (環保科技園區 ) 每坪 65,000/售地方政府

開發工業區 柳營科技 每坪 21,000-23,000/售

註：1.各工業區租金成本因區位、時間不同常有波動，故僅列以各工業區服務窗口提供之平均價格。

2. 岡山本洲工業區及柳營科技各工業區土地只售不租，故以售價作為統計單位。岡山本洲工業

區目前已無土地出售，故所列土地售價係「環保科技園區」資料。

3. 新進開發之工業區係根據經濟部工業局之定義。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整理(2010)

(二 )水電費：

根據美國能源資訊協會及馬來西亞電力公司 2009 年對世界 26 國用電

統計比較，住宅及工業用電平均單價我國排名為第三低。另外，在亞

洲新興國家中，除韓國、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區平均水價均高於

我國；歐洲國家之平均單位水價幾乎是我國 3 至 17 倍。

供電方面：高雄市有全國最大的大林火力發電廠、興達火力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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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火力發電廠、高屏水力發電廠，滿足工業區廠商生產用電與一般

民生用電；用水方面，有阿公店、澄清湖、鳳山、南化水庫等，提供

充裕的水資源。

表 93 主要城市水價及電價比較

(水價單位：新台幣元/立方公尺，電價單位：新台幣元/瓩小時)

註：台幣對美元換算匯率為 1美元=31.517台幣(2008年平均匯率)。

*新加坡平均電價係依網站公布之電價列計；香港則依其 2008年平均電價推算；南韓係採 2008

年年中之匯率換算。

資料來源：The Intem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ELECTRICITY INFORMATION (2009 Edition)》

及馬來西亞電力公司(TNB) 2009年統計資料

(三 )通訊：

資訊通信設備完善：高雄市市話普及率達 97.56%、行動電話普及率達

92.5%、家庭上網率達 76%、寬頻網路使用率達 63.37%。

各國行動電話通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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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 各國行動電話通話費

資料來源：新美國基金會開放科技計畫(OTI)網站

各國行動電話簡訊費：

表 95 各國行動電話簡訊費

資料來源：新美國基金會開放科技計畫(OTI)網站

(四 )聯外交通：

高雄地區的交通工具上，主要可以透過公路、鐵路、空運與海運等

四種工具可供選擇，以下分別說明。

公路運輸：高雄地區現有之公路系統可分為高速公路、省道、縣道及

市區幹道等四部份。由於市區內部道路體系已高度發達，因此不予贅

述。在對外公路交通方面，主要有國道一號 (中山高 )、國道三號 (福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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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沙高 )、國道十號、省道台一線以及台 88 號快速道路貫穿其中，交

通動線四通八達。

鐵路運輸：鐵路運輸方面，則有台鐵高雄站與高鐵左營站，可供都市

間的交通運輸，其中高鐵左營站至台北站僅需 96 分鐘。在高雄縣市的

鐵路運輸上則可利用台鐵以及捷運紅、橘雙線，以高雄火車站為核心，

在 30 分鐘內，其北可達橋頭、其南可達小港、其東可達大寮、其西可

達西子灣，至高雄國際機場亦僅需 16 分鐘的時間。

航空運輸：台灣地區現有桃園及高雄小港兩處國際航線專用機場，其

中，高雄小港機場是我國第二大的國際機場，在高鐵通車前亦肩負國

內南北航空運輸樞紐的重要地位，目前則以離、外島，如金門、澎湖

以及本島花蓮線為主。至於在國際航線上，高雄小港機場飛航東亞交

通圈 (東京、首爾、上海、香港、馬尼拉及新加坡等 )在一日以內均可

來回，有助於國際企業在高雄設立東亞營運中心。

海 (河 )運輸：高雄為我國第一大港市，而高雄港為我國海運之主要門

戶，在台灣各地港口中，高雄港是運量規模最大之國際港，每年進出

口貨櫃運量占全國總運量近 75%。在國際航線上，高雄港位於東亞島

鏈的中心，至東京、斧山、上海、香港、馬尼拉及新加坡等亞太主要

港口的平均航行時間最短，有助於高雄地區成為服務歐美跨國企業與

產品貿易的亞太營運與物流中心。

五、賦稅規定

(一 )營利事業所得稅：

總機構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含外商在台子公司 )，應就我國境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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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但其來自我國境外之

所得，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得自應納稅額中扣抵。

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其國外所得而增加之應納稅額。

總機構在我國境外之在台營利事業 (如外商在台分公司 )，有我國來源

所得者，應就其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依「所得稅法」規定課

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表 96 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

課稅所得額 (P)級距 稅率

120,000 元以下 免稅

超過 120,000 元
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 17%，但其應納稅額不

得超過課稅所得額超過 12 萬元以上部分之半數

資料來源：財政部賦稅署(2010)

(二 )個人所得稅：

凡有我國來源所得之個人，不論其為本國人或外國人，亦不論其是

否居住我國境內，均應就我國來源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

表 97 綜合所得稅稅率參考

單位：新台幣元

綜合所得淨額 稅率 累進差額 應納稅額

0— 500,000 × 5% — 0 ＝

500,001— 1,090,000 × 12% — 35,000 ＝

1,090,001— 2,180,000 × 20% — 122,200 ＝

2,180,001— 4,0900,000 × 30% — 340,200 ＝

4,0900,000 以上 × 40% — 749,200 ＝

資料來源：財政部賦稅署(2010)



精緻農業

137

(三 )營業稅：

在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課徵營業稅。營業

稅之課徵區分為加值型營業稅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加值型營業稅：係就企業在產銷過程中之加值課徵之租稅。除適用零

稅率及免稅之項目外，現行加值型營業稅稅率為 5%(應納營業稅=銷項

稅額 -進項稅額 )。

非加值型營業稅：課徵非加值型營業稅之行業包括金融及保險業、典

當業、特種飲食業、小規模營業人及財政部規定免予申報銷售額之營

業人等。但可依規定申請核准改採加值型營業稅。前述行業按其銷售

總額課稅，不能扣抵進項稅額，最高稅率為 25%、最低為 0.1%。

(四 )進出口關稅：

以下說明精緻農業產品進出口關稅情形：

表 98 精緻農業產品平均進出口關稅

產業涵蓋

範疇(本研

究定義)

台灣各類產品

進口關稅

中國各類產品

出口關稅

歐盟各類產品

出口關稅

美國各類產品出

口關稅

日本各類產品

出口關稅

農 業 休

閒；健康農

業 (農業產

銷、保健生

技… )

肉類 2.5-45%；

魚類 0-50%：

0-35%；食用蔬

菜 0-30%；食用

果 實 及 堅 果

3-184%；穀類

0-6.5%

平 均 關 稅

15.2%

平 均 關 稅 達

16.5%，有些

敏感農產品的

關稅稅率超過

50%

美國農產品的最

高 稅 率 為

440%；平均稅率

11.3%；其中食糖

185% ； 牛 肉

26%；家禽 20%；

豬肉 1%；稻米

11% ； 乳 品

139%；豆油 19%

平 均 關 稅 達

16.5%，進口關

稅 率 超 過

100% 的 農 產

品高達 142 種

資料來源：關稅總局、工研院 IEK整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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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資獎勵措施及行政措施支援

(一 )政府六大新興產業─精緻農業政策措施：

表 99 政府六大新興產業─精緻農業政策措施

註：措施內容來自「服務業發展方案」，推動期間為民國 98年至 101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六大新興產業網站(2010)

(二 )其他政策輔導措施：

表 100 精緻農業相關政策輔導措施

政策內容 實施期間 主管機關

農村再生條例 2010 年 ~
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推動農業經營企業化建構高

價值產銷體系 -輔導農業經營

專區之規劃與推動計畫

2009 年 ~ 行政院農委會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整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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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業創新條例優惠：

根據 99 年新實施之「產業創新條 � 」明定，公司得於研究發展支

出 � 額 15%限 � 內抵減當 � � 應納營 � 事業所得稅，並 � 超過該公司當

� � 應納營 � 事業所得稅額 30%為限，並同步修正所得稅法調 � 營 � 事

業所得稅稅 � 至 17%。

表 101 產業創新條例減免優惠

項 目 內 容

研究與發展
投資於研發支出金額 15%內，可抵減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但以稅額的 30%以內為限。

生技新藥產業
投資於研發及人才培訓支出金額 35%限度內，抵減營利事業所

得稅。

進口國內無產製機

器設備

自國外進口國內尚未產製之機器設備，可享有免徵進口關稅之

優惠。

支付國外權利金免

納所得稅

自國外引進新生產技術或商品，而使用外國營利事業所有之專

利權、商標權或各種特許權，經經濟部工業局專案核准者，其

所給付外國事業之權利金免納所得稅。

支付國外技術服務

報 酬 適 用 1.7%或

2.25%優惠稅率

總機構在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在我國境內經營國際運輸、承

包營建工程、提供技術服務或出租機器設備，其成本機構或營

業代理人，得申請核准適用優惠所得稅稅率，國際運輸業優惠

稅率為 1.7%，其他業務優惠稅率為 2.25%。

民間參與重大公共

建設

民間參與重大公共建設得享 5 年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投資抵

減、興建機具免徵進口關稅；房屋稅、地價稅、契稅減免。營

利事業投資參與重大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亦享有應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之抵減。

註：1.本條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2.本條例自九十九年五月十二日開始施行，但第 10條施行期間自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

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資料來源：產業創新條例

七、與其他競爭對手國投資環境之分析比較

我國精緻農業主要競爭對手包含：日本、韓國。其中，我國「整體

國家競爭力」表現優於日本、韓國；我國「成長競爭力」表現優於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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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投資環境」」表現優於日本、韓國。

表 102 我國精緻農產業競爭對手投資環境分析比較

註：世界經濟論壇(WEF)資料為 2009年 ~ 2010年排名，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BER)資

料為 2010年，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為 2010年，其餘為 2006年排名。

資料來源：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10、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9-2010(WEF)、HRRP/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 (2010)、Country 

Forecast-Global Outlook/EIU(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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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產業

一、投資利基簡述

(一 )全球健康照護產業主軸，已經從發病後的治療與照護，轉為以預防、

健康管理管理為主的思維。治療占健康照護的支出比重將由目前的

70%，減少到 2025 年的 35%，取而代之的是診斷與預測支出，相關

的醫療照護、健檢服務、養生照護之發展蓄勢待發。

(二 )台灣自 1993 年後，開始進入高齡化社會，預估在 2019 年時，台灣

就會正式成為高齡國家 (65 歲以上人口比例達 14%)。邁向 2020，台

灣受到更強大的高齡化壓力衝擊，銀髮族的高消費型態、高齡的社

會福利需求、生活品質提升，成為企業新商機。

(三 )醫院服務係 ECFA 協商結果中，大陸單方負擔對其產業衝擊之產

業，使高雄發展醫療照護產業良好的保護傘，可藉此吸引陸客來台

接受醫療服務：

大陸給予我國早收清單中，醫院服務業部分，允許臺灣服務提供

者在大陸設立合資、合作醫院，以及在上海市、江蘇省、福建省、

廣東省、海南省設立獨資醫院。

我國給予大陸早收清單中，醫院服務業並未列入。

(四 )高雄義大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醫院、高雄長庚醫院、高雄榮總醫院

等四大醫學中心群聚高雄，提供充沛高質的醫療服務；另有高雄醫

學大學、中山大學、義守大學、育英醫護管理專校、樹人醫護管理

專校、高美醫護管理專校、輔英科技大學等公私立大學與技職體系

可提供醫療器材相關研發資源與人力。



高雄地區最適引入之重點及策略性產業招商引資說帖

142

(五 )高雄地區氣候溫暖、醫療照護資源豐富，適合銀髮族長住養生，獲

得身心健康，具備全台灣最樂活的養生村之發展條件。

0

10

20

30

40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2
0
0
9
年
平
均
溫
度(

℃)

高雄 台北

高雄冬天比
台北溫暖

2009年盛夏出
現台北比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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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氣象局、工研院 IEK(2010)

圖 37 台北與高雄平均溫度比較

二、市場分析

(一 ) 2025 年全球高齡產業的市場將達 37 兆 3,800 億美元，而各種遠端居

家照護、遠距醫療、器材、行動輔具、保健食品、化妝品及保養品

市場均極為可觀，而全球銀髮產業相關的旅遊、益智、學習、美容、

照護商機、寂寞及養生住宅商機也均在成長中。

(二 ) 台灣高齡社會產業市場規模在 2025 年將可增加至約新台幣 3 兆

5,937 億元，相較 2001 年約新台幣 8,118 億元，成長約 4.4 倍。此

外，經濟部亦估算臺灣地區養生照護產業今後將可成長至 50 家，投

資額估計可達新台幣 3,500 億元。

(三 ) 台灣自費健檢市場，如以市場滲透率 4%為估算基礎，假設一人花

費，中階健檢費用約 5,000~8,000 元、高階健檢約新台幣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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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元，以平均每年 1 萬元估算，台灣自費健檢產值約可達 92

億元新台幣。

三、競爭分析

(一 )外商來台投資的優勢：

 2009 � � 貝爾經濟學家克 � 曼公開稱讚台灣健康保險制 � 為全球最

好。2010 � 新加坡慈善組織「 � 氏基 � 會」委託的「死亡品質」指 �

調查，台灣排名第 14 (共計有 40 個國家受評 )。

 2007 � 瑞士 � 桑國際管 � 學院之「世界競爭 � 評比」，台灣醫 � 保健

基礎建設為全世界第 13 名 (共計有 55 個受評國家 )。

醫療照護產業列為政府六大新興產業之一，促進台灣醫療照護體系更

為健全，也使相關醫療服務產業成為全國策略性重點發展產業。

(二 )主要競爭大廠及動態：

表 103 台灣醫療產業廠商

產業組成 廠商名稱

醫療器材
晶宇、合世、百略、優盛、台欣、邦拓、太醫、大學光、三豐、

聯合骨科、普生、期美、杏昌、紅電醫、德邑、國維

醫療服務
博仁、門諾、長庚、和信、馬偕、慈濟、新光、國泰、宏恩、

和平、中興、仁愛、聯合、奇美、振興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整理(2010)

目前國內醫院共 517 家、診所 19,621 家、護理之家 347 家、居家照護

機構 484 家，並計有 30 家醫療機構共同參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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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投資高雄的競爭優勢：

高雄園區生技醫療專區形成醫療群聚：位於高雄科學園區，總面積約

30 公頃，整合南部醫療院所、學校與研發機構之研發資源，形成具特

色之醫療器材產業聚落。

高雄市政府方面，因應全球人口老化問題，高雄將藉由天然生醫材料、

骨科材料、醫療照護器材、照護用功能保健用品、生技產品等方向的

技術與產品開發，將高雄地區發展成為國際醫療產業聚落。政府透過

專利授權及技術授權方式，協助傳統產業的廠商進入醫療器材產業。

目前產學界共同朝向具競爭力之生技醫療產品發展，在技術與產品價

值上進行提升。尤其是老化所引起之退化性疾病相關之醫療用品 (如：

人工關節與軟骨、人工牙根、膠原蛋白等保健用品 )。結合臨床量能發

展，發展如人工牙根藉由金屬電化學精微製程研發的應用，開發出具

有創新性及市場性的相關產品與下游產業。

高雄市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則由民國 1981 年的 2.91%，民國 1991

年增為 4.84%，到了民國 2006 年更增至 8.57%，在這二十五年間比率

上升了 5.66%。顯示高雄市老年人口的增加所帶來的社會照顧與老人

福利的問題、以及週邊支援老年人口需求的產業正逐漸的醞釀產生。

高雄及周邊地區擁有許多高等學府與多所大型醫院，例如長庚、榮總、

高醫、高師大、高應大、中山大學、餐旅學院、海洋大學等學術技術

研究單位，成為銀髮產業提供相關人才的培育與產業的育成中心。此

外，已有大專院校針對銀髮服務相關科系成立，如：育英護專 (老人服

務事業管理科 )、高美醫專 (長青服務事業科 )、美和技術學院 (老人服務

事業管理系 )，可提供相關人才推動銀髮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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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產成本

(一 )土地租金成本：

不分產業之共同性土地租金成本請參見「高雄地區整體招商引資說

帖」之「生產條件」內容。以下說明與醫療照護產業相關投資區域之土

地租金成本相關資訊：

高雄園區生技醫療器材產業專區 (KSMD)：

依據 2007 年總統宣示，行政院積極打造三座指標性生技園區產業聚

落，其中高雄科學園區以引進牙科、骨科及手術刀等金屬及精密微機

電儀器業為主。高雄園區生技醫療器材產業專區是南科管理局為配合

地方產業特色特別規劃之產業專區，期能整合南部醫療院所、學校與

研發機構之研發資源，形成具特色之醫療器材產業聚落。

未來 4 年預計引進超過 15 家醫材廠商，投資額新台幣 20 億元，年產

值達新台幣 200 億元，聘僱員工人數約 2,000 人。

依據「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九條規定，劃定科學園區為

保稅區，賦予保稅便利，保稅範圍包括新竹園區及竹南、銅鑼基地及

台南園區、高雄園區等，保稅區間交易無需繳稅。

進口保稅物資免稅：依據「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二十條規

定，園區事業自國外輸入自用機器、設備，免徵進口稅捐、貨物稅及

營業稅。

研究補助費：創新研發補助，補助額最高 500 萬元。

土地租金每月 11.21 元 /平方公尺、廠房租金每月 9~114 元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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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勞工成本：

台灣約有 1,000 萬勞動人口，其中 35%具有大專或大學以上學歷，每

年亦有 32 萬大專以上畢業生，充分供應工商業的人力需求。

台灣法定的最低薪資，按月計酬者，法定最低薪資為新台幣 17,880 元；

按時計酬者，其每小時最低薪資為新台幣 98 元。

表 104 台灣醫療照護相關行業平均薪資

行業名稱 平均薪資 (元 )

醫療保健服務業 53,731

兒童及少年之社會工作服務業 24,819

註：資料為 2010年 10月台灣各業平均薪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三 )水電費：

根據美國能源資訊協會及馬來西亞電力公司 2009 年對世界 26 國用電

統計比較，住宅及工業用電平均單價我國排名為第三低。另外，在亞

洲新興國家中，除韓國、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區平均水價均高於

我國；歐洲國家之平均單位水價幾乎是我國 3 至 17 倍。

供電方面：高雄市有全國最大的大林火力發電廠、興達火力發電廠、

南部火力發電廠、高屏水力發電廠，滿足工業區廠商生產用電與一般

民生用電；用水方面，有阿公店、澄清湖、鳳山、南化水庫等，提供

充裕的水資源。



醫療照護產業

147

表 105 主要城市水價及電價比較

(水價單位：新台幣元/立方公尺，電價單位：新台幣元/瓩小時)

註：台幣對美元換算匯率為 1美元=31.517台幣(2008年平均匯率)。

*新加坡平均電價係依網站公布之電價列計；香港則依其 2008年平均電價推算；南韓係採 2008

年年中之匯率換算。

資料來源：The Intem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ELECTRICITY INFORMATION (2009 Edition)》

及馬來西亞電力公司(TNB) 2009年統計資料

(四 )通訊：

資訊通信設備完善：高雄市市話普及率達 97.56%、行動電話普及率達

92.5%、家庭上網率達 76%、寬頻網路使用率達 63.37%。

各國行動電話通話費：

表 106 各國行動電話通話費

資料來源：新美國基金會開放科技計畫(OTI)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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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行動電話簡訊費：

表 107 各國行動電話簡訊費

資料來源：新美國基金會開放科技計畫(OTI)網站

(五 )聯外交通：

高雄地區的交通工具上，主要可以透過公路、鐵路、空運與海運等

四種工具可供選擇，以下分別說明。

公路運輸：高雄地區現有之公路系統可分為高速公路、省道、縣道及

市區幹道等四部份。由於市區內部道路體系已高度發達，因此不予贅

述。在對外公路交通方面，主要有國道一號 (中山高 )、國道三號 (福爾

摩沙高 )、國道十號、省道台一線以及台 88 號快速道路貫穿其中，交

通動線四通八達。

鐵路運輸：鐵路運輸方面，則有台鐵高雄站與高鐵左營站，可供都市

間的交通運輸，其中高鐵左營站至台北站僅需 96 分鐘。在高雄縣市的

鐵路運輸上則可利用台鐵以及捷運紅、橘雙線，以高雄火車站為核心，

在 30 分鐘內，其北可達橋頭、其南可達小港、其東可達大寮、其西可

達西子灣，至高雄國際機場亦僅需 16 分鐘的時間。

航空運輸：台灣地區現有桃園及高雄小港兩處國際航線專用機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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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雄小港機場是我國第二大的國際機場，在高鐵通車前亦肩負國

內南北航空運輸樞紐的重要地位，目前則以離、外島，如金門、澎湖

以及本島花蓮線為主。至於在國際航線上，高雄小港機場飛航東亞交

通圈 (東京、首爾、上海、香港、馬尼拉及新加坡等 )在一日以內均可

來回，有助於國際企業在高雄設立東亞營運中心。

海 (河 )運輸：高雄為我國第一大港市，而高雄港為我國海運之主要門

戶，在台灣各地港口中，高雄港是運量規模最大之國際港，每年進出

口貨櫃運量占全國總運量近 75%。在國際航線上，高雄港位於東亞島

鏈的中心，至東京、斧山、上海、香港、馬尼拉及新加坡等亞太主要

港口的平均航行時間最短，有助於高雄地區成為服務歐美跨國企業與

產品貿易的亞太營運與物流中心。

五、賦稅規定

醫療照護產業屬於「服務業」，應與進出口產品關稅無涉。

(一 )營利事業所得稅：

總機構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含外商在台子公司 )，應就我國境內外

全部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但其來自我國境外之

所得，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得自應納稅額中扣抵。

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其國外所得而增加之應納稅額。

總機構在我國境外之在台營利事業 (如外商在台分公司 )，有我國來源

所得者，應就其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依「所得稅法」規定課

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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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8 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

課稅所得額 (P)級距 稅率

120,000 元以下 免稅

超過 120,000 元
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 17%，但其應納稅額不

得超過課稅所得額超過 12 萬元以上部分之半數

資料來源：財政部賦稅署(2010)

(二 )個人所得稅：

凡有我國來源所得之個人，不論其為本國人或外國人，亦不論其是

否居住我國境內，均應就我國來源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

表 109 綜合所得稅稅率參考

單位：新台幣元

綜合所得淨額 稅率 累進差額 應納稅額

0— 500,000 × 5% — 0 ＝

500,001— 1,090,000 × 12% — 35,000 ＝

1,090,001— 2,180,000 × 20% — 122,200 ＝

2,180,001— 4,0900,000 × 30% — 340,200 ＝

4,0900,000 以上 × 40% — 749,200 ＝

資料來源：財政部賦稅署(2010)

(三 )營業稅：

在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課徵營業稅。營業

稅之課徵區分為加值型營業稅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加值型營業稅：係就企業在產銷過程中之加值課徵之租稅。除適用零

稅率及免稅之項目外，現行加值型營業稅稅率為 5%(應納營業稅=銷項

稅額 -進項稅額 )。

非加值型營業稅：課徵非加值型營業稅之行業包括金融及保險業、典

當業、特種飲食業、小規模營業人及財政部規定免予申報銷售額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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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等。但可依規定申請核准改採加值型營業稅。前述行業按其銷售

總額課稅，不能扣抵進項稅額，最高稅率為 25%、最低為 0.1%。

(四 )進出口關稅：

醫療照護產業屬於「服務業」，應與進出口產品關稅無涉。

六、投資獎勵措施及行政措施支援

(一 )政府六大新興產業─醫療照護產業政策措施：

表 110 政府推動醫療照護產業政策措施

註：措施內容來自「服務業發展方案」，推動期間為民國 98年至 101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六大新興產業網站(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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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央租稅優惠：

稅務競爭優勢：營利事業所得稅 17%，相較中國大陸 25%、韓國 22%

為低，與新加坡 17%、香港 16.5%相當。

中央投資優惠政策方案─研發經費補助：主導性新產品開發之獎勵措

施補助、產業技術研發之補助、研發中心補助。

加工出口區租稅優惠：免關稅、免營業稅、免貨物稅、免契稅，及營

利事業所得稅、廠房貸款、房屋稅等優惠。

表 111 加工出口區租稅優惠

註：依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主管機關：經濟部；實施期間自 1972年起)整理而成。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

(三 )產業創新條例優惠：

根據 99 年新實施之「產業創新條 � 」明定，公司得於研究發展支

出 � 額 15%限 � 內抵減當 � � 應納營 � 事業所得稅，並 � 超過該公司當

� � 應納營 � 事業所得稅額 30%為限，並同步修正所得稅法調 � 營 � 事

業所得稅稅 � 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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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產業創新條例減免優惠

項 目 內 容

研究與發展
投資於研發支出金額 15%內，可抵減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但以稅額的 30%以內為限。

生技新藥產業
投資於研發及人才培訓支出金額 35%限度內，抵減營利事業所

得稅。

進口國內無產製機

器設備

自國外進口國內尚未產製之機器設備，可享有免徵進口關稅之

優惠。

支付國外權利金免

納所得稅

自國外引進新生產技術或商品，而使用外國營利事業所有之專

利權、商標權或各種特許權，經經濟部工業局專案核准者，其

所給付外國事業之權利金免納所得稅。

支付國外技術服務

報 酬 適 用 1.7%或

2.25%優惠稅率

總機構在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在我國境內經營國際運輸、承

包營建工程、提供技術服務或出租機器設備，其成本機構或營

業代理人，得申請核准適用優惠所得稅稅率，國際運輸業優惠

稅率為 1.7%，其他業務優惠稅率為 2.25%。

民間參與重大公共

建設

民間參與重大公共建設得享 5 年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投資抵

減、興建機具免徵進口關稅；房屋稅、地價稅、契稅減免。營

利事業投資參與重大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亦享有應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之抵減。

註：1.本條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2.本條例自九十九年五月十二日開始施行，但第 10條施行期間自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

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資料來源：產業創新條例

七、與其他競爭對手國投資環境之分析比較

我國醫療照護產業主要競爭對手包含：日本、韓國、新加坡。其中，

我國「整體國家競爭力」表現優於日本、韓國；我國「成長競爭力」表

現優於韓國；我國「投資環境」」表現優於日本、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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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 我國醫療照護產業競爭對手投資環境分析比較

註：世界經濟論壇(WEF)資料為 2009年 ~ 2010年排名，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BER)資

料為 2010年，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為 2010年，其餘為 2006年排名。

資料來源：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10、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9-2010(WEF)、HRRP/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 (2010)、Country 

Forecast-Global Outlook/EIU(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