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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國內不論政府與民間最關心的議題，乃簽訂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根據官方資料顯示，協議的內

容將由兩岸雙方協商決定，其內容可能包括商品貿易（排除關稅和非關稅障礙）、早期收穫、服務貿易、投

資保障、防衛措施、經濟合作，以及爭端解決機制等。  

（一）政府推動和中國大陸簽署 ECFA 主要有三個目的。   

1. 要推動兩岸經貿關係「正常化」。目前雖然兩岸都是 WTO 的成員，但是彼此間的經貿往來仍有許多限制。  

2. 要避免我國在區域經濟整合體系中被「邊緣化」。區域經濟整合是全球的重要趨勢，目前全世界有將近

247 個自由貿易協定。而中國大陸是目前我國最主要的出口地區，與中國大陸簽署協議並有助我國與他國

洽簽雙邊自由貿易協定，可避免我被邊緣化。   

3. 要促進我國經貿投資「國際化」。陸續與中國大陸及其他國家簽署協議或協定，可助台灣融入全球經貿體

系，並吸引跨國企業利用我國作為進入東亞的經貿投資平台。  

（二）簽訂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之利益  

1. 取得領先競爭對手國進入中國大陸市場之優勢。       2. 吸引外人來台投資，有利台灣經濟結構轉型。  

3. 成為外商進入中國大陸市場之優先合作夥伴及門戶。   4. 有助於產業供應鏈根留台灣。   

5. 有助於中國大陸台商增加對台採購及產業競爭力。     6. 有關加速台灣發展成為產業運籌中心。   

（三）不可諱言，ECFA 簽署後雖然總體影響為正，但對各產業有得有失，確有可能對若干產業造成負面影

響，政府的因應措施，包括 : 

1. 同時積極推動與主要貿易夥伴洽簽 FTA。            2. 協商時爭取有利之條件。   

3. 運用相關產業輔導措施。                         4. 推動「因應貿易自由化產業輔導計畫」。   

（一）請以您個人的觀點評論簽訂 ECFA 的優缺點，及您贊成或反對簽訂 ECFA 之理由。（25 分）  

（二）請問 ECFA 簽訂與否，對您所處之產業之影響為何，是否需修正您的經營策略（理念）。（25 分）  

 

二、在全球經濟不景氣的衝擊下，顯現出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的脆弱性。台灣經濟發展過去 30 年所依賴的

半導體及相關產業，大多數企業仍在 OEM 的代工生產規模經濟下賺取利潤，且「產業群聚」也跨海往對岸

或其他國家移動，尋找落腳生根的新生產基地，致使台灣的地方經濟失去了動能。  

   如果，台灣各地方經濟的問題，是在區域經濟整合下的「產業群聚」移動所造成，那我們要思索的是未

來台灣 30 年，要能找出哪關鍵產業及其在台灣各地植根的條件，俾能形成新的「產業群聚」，繼而在引領

台灣形成第三波的經濟發展動能。  

  立法院院會三讀通過產業創新條例，法案賦予設立產業園區的法源，另外企業針對研發創新的租稅優惠

以及企業聘僱員工的補助條款，都順利過關。「產業創新條例」中的產業創新，除要扶持新創的產業外，就

是要提升目前仍有競爭力的科技與傳統產業；尤其是後者，應該著力於人力培育及營運創新來繼續維護並且

加強該類產業的動能。  

   以地方區域經濟角度來看，1975 年台灣經濟發展起飛時，一些地方的產業跟地方經濟發展及就業均有

了高度的結合，例如北部新竹科學園區的半導體產業；中部的機械、自行車及製鞋產業；南部的鋼鐵、石化

產業，這些產業發展至今，已經跟地方的經濟息息相關。  

   在產業園區方面，法案規定行政院應設置「國家發展基金」，提供融資給高科技、綠能產業、節約能源、

文化創意發展和農業科技等產業。台灣目前尚有不錯的經濟發展成果，是因為三十年前「產業戰略思維」的

發展方向走對了。已經發展不錯的產業，應把競爭力再往上提升，讓它繼續根留台灣。此外，還要思考的是

未來全球產業發展的大趨勢。像是南部有不錯的艷陽天，在綠色產業上面有先天上的優勢，另外像是生物科

技產業，也是台灣可以期待形成的新產業群聚，俾以帶動地方經濟發展。  

（一）請評論產業創新條例對您所處之產業影響為何。（25 分）  

（二）您要如何善用產業創新條例之政府補助款與國家發展基金。（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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