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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情勢概況及展望



全球經濟將緩步回溫

資料來源：1.OECD(2023.6.7), OECD Economic Outlook. (前次預測日為2023.3.20)
2.World Bank(2023.6.6),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前次預測日為2023.1.11)
3.IMF(2023.7.25), World Economic Overview Interim(前次預測日為2023.4.11)

 2023年全球經濟明顯較2022年

走緩，OECD、WB及IMF預估
2023 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為

2.7%、2.1%及3.0%。

 近期通膨趨緩，消費信心回
升，主要預測機構均微幅上修

2023年經濟成長率預測值，顯

示不利風險已緩和，全球經濟
將緩步回溫。

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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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貿易成長動能疲弱

資料來源：1.WTO(2023.6.20), 2023 Annual Report ; WTO(2023.5.31),“Goods
Barometer Stabilizes, Indicating Possible Turning Point for Trade.”

2.World Bank(2023.6.6),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3.IMF(2023.7.25), World Economic Overview Inte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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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OECD、WB及IMF估

計，全球貿易成長率分別
自2022年的5.0%、6.0%

及 5.2%，降低至1.6%、

1.7%及2.0%，2023年全
球貿易成長動能疲弱。

全球貿易成長率預測



全球通膨降溫惟仍居高

資料來源：S&PGlobal (2023.5.15).
註：行政院主計總處2023.8.18預測我國2023年全年CPI年增率為2.14%；

中央銀行2023.6.15預測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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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 準 普 爾 (S&P) 預 測

2023年全球物價年增率
為5.6%，已自2022年的

高點下降，但全球通膨

仍居高。

 我國2023年物價年增率

為2.1%，通膨相對全球

溫和。

主要經濟體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預測



近期國內外主要機構對我國經濟成長率預測

資料來源：1.行政院主計總處(2023.8.18)國民所得統計及國內經濟情勢展望；另主計總處預測我國2024年經濟成長率為3.32%。
2.中央銀行(2023.6.15)理監事會後記者會參考資料。
3.IMF(2023.7.25), World Economic Overview Interim.

 2023年全球景氣較2022年

走緩，惟疫後生活正常化帶

動消費，我國經濟可望溫和

成長，行政院主計總處預測

我國經濟成長率為1.61%。

 近期國內外主要機構預測我

國2023年經濟成長率介於

1.61%至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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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出口有望於第4季回正

資料來源：1.財政部統計處(2023.8.8)，2023年7月海關進出口貿易初步統計。
2.行政院主計總處(2023.8.18)，國民所得統計及國內經濟情勢展望。

我國出口金額及年增率

 出口年減率自2023年1月
21.2%，縮小至7月10.4%

人工智慧等應用商機挹注

步入外銷旺季，科技產品
出口明顯回升

惟受全球經濟復甦步調遲
緩及高基期牽制

依據主計總處2023.8.18預
測，2023年第4季起出口有
望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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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管理績效良好



財源穩健程度佳

稅課收入
營業盈餘
事業收入

財 產 、 規
費、罰賠款

融資收入

多元方式籌措財源，支應政府施政



總決算連續6年賸餘，有助蓄積財政能量

賡續推動開源節流措施

自106年度起連續6年賸餘，其中5年賸餘

更逾千億元，111年度稅收優於預期，賸

餘達4,99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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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酌歲入歲出狀況增加債務還本

國庫
業務

積極還債，111年度債務還本創21年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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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編列特別預算及總預算

總預算

常態性預算
每年度編列

特別預算

與總預算互相獨立

前瞻
基礎建設

新式
戰機採購

海空
戰力提升

COVID-19

皆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經立法院審議通過，總統公布後執行



特別預算及總預算舉債皆納入債限控管

特別預算及總預算舉債皆依公共債

務法納入計算長期債務，控管債

務存量，並依法債務還本



債務規模受嚴密控管

債務控管得宜，中央政府長期債務比率逐年下降

截至112年7月底

實際債務比率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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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111年度以前為審定決算數，112年度為截至112年7月底之實際債務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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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表現獲國際組織高度肯定

穆迪(Moody’s)

2022.9.22
信用評等Aa3

洛桑管理學院(IMD)

2023.6.20

世界競爭力躍居第6名
(2022年排名第7)

其中財政情勢從第10名進步到第6名
反映政府持續減債與增加還本！

惠譽(Fitch Ratings)

2023.8.18

信用評等AA
(維持自2021年調升佳績)

標準普爾(S&P)

2022.9.22

信用評等AA+
(2021及2022連續2年調升；維持調升佳績)



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地方政府金額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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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7

2,8802,975

註：1.普通統籌分配稅款金額含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11條規定，金融業營業稅2%以
內稅款撥入金融業特別準備金期間造成地方稅收短少之專案補助款。

2.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為實際收入數、金融營業稅短少補助為審定決算數。
3.加減尾差係4捨5入所致。

2,897
2,6942,710

2,5572,421
2,2122,142

3,969新臺幣億元

年度



重要施政亮點措施



國庫業務

全民共享經濟成果普發現金

配合重大政策提供金融支援

續辦青安貸款減輕民眾購屋負擔



全民共享經濟成果
普發現金

國庫
業務

疫情期間
經濟表現亮眼

政府財政
管控良好

政府資金運用
調度得宜

1)共享經濟成果，全民普發現金6,000元

2)112年底前出生之新生兒皆可領取
(10月至12月底出生之新生兒領取時間至113.1.31)

截至112.8.15，超過2,305萬人領取(97.87%)



全民普發現金6000元

國庫
業務

發放方式及占比(截至112.8.15)

登記入帳

ATM領現

直接入帳

郵局領現

造冊發放

40.52%

23.96%

18.42%

16.89%

0.21%



配合重大政策
提供金融支援

國庫
業務

六大核心
戰略產業

中小企業 新南向政策 中小企業千
億振興融資



公股銀行配合重大政策提供金融支援

國庫
業務

協助產業升級創新及擴展對外經貿實力

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4兆2,900億元

新南向政策融資

7,928億元

中小企業

5兆4,585億元

公股銀行

SMEs



公股銀行「中小企業千億振興」融資方案

國庫
業務

適用期間

112.4.17~113.12.31

融資目的、額度及對象

1)目的：提供疫後所需振興資金

2)額度：公股銀行以自有資金提供融資

額度共3,000億元

3)對象：微型及新創事業、中小企業

利率

利率最高2.595%

效益

協助微型及新創事業、中小企業疫後振興

扶持中小企業創新與轉型升級

提升產業競爭力及強化經營韌性



續辦青安貸款
減輕民眾購屋負擔

國庫
業務

自99.12推出「青安貸款」

申辦資格

1)18歲以上

2)借款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

子女均無自有住宅者

截至112.6辦理情形

1)已協助34萬3,459戶無自有

住宅家庭購屋

2)核貸金額達1兆4,345億餘元

穩定提供民眾購屋資金需求

減輕民眾購屋負擔
截至112.6.30，未滿40歲之核貸戶計25萬

8,612戶(75.3%)

效益

臺銀等公股銀行以自有資金辦理



青安貸款精進方案

國庫
業務

為擴大協助無自有住宅家庭購屋，並減輕青安貸款戶負擔，自

112.8.1起放寬各項條件並提供利息補貼至115.7.31

提高貸款最高額度：自
800萬元至1,000萬元

延長貸款年限：自30
年至40年

延長寬限期：自3年至5年
補貼利息：
政府補貼利息1碼，公股銀
行減升半碼，優惠共計1.5碼



稅制稅政

增訂長照特別扣除額

推動房地合一稅2.0

配合節能減碳政策

提供租稅優惠

延長現股當沖降稅

調降權證避險證交稅

實施臺版晶片法

推動及精進

遺產稅申報稅額試算服務

優化綜所稅結算申報服務

推動發票無紙化

鼓勵索取雲端發票

延長大宗物資降稅

調高綜所稅各項減除金額

基本生活費用不課稅



調高綜所稅
各項減除金額

稅制
稅政

111年度綜所稅各項減除金額依CPI調整

標準扣除額
(單身，有配偶加倍)

薪資所得
特別扣除額

身心障礙
特別扣除額

免稅額
(滿70歲加倍)

12萬元

0.4萬元

12.4萬元

20萬元

0.7萬元

20.7萬元

20萬元

0.7萬元

20.7萬元

8.8萬元

0.4萬元

9.2萬元

雙薪4口之家相較上年度

綜合所得淨額減少38,000元
應納稅額減少1,900元

受益戶數663萬戶
可支配所得增加102億元



基本生活費用不課稅

稅制
稅政

落實憲法基本權利之保障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最近一年全國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之
60%，於每年年底前公告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

受益戶數約230萬戶
可支配所得增加15.07億元

+4,000



增訂長照特別扣除額

稅制
稅政

配合長照政策，減輕家庭照顧負擔

適用對象及扣除額

1) 108.1.1起符合衛生福
利部公告需長期照顧
之身心失能者

2)每人每年扣除12萬元

排富條款

1)適用累進稅率20%
以上

2)選擇股利及盈餘合
計金額按28%分開
計算應納稅額

3)基本所得額超過
670萬元

實施效益

110年度
適用戶數33萬戶
適用人數35萬人



推動房地合一稅2.0

稅制
稅政配合行政院健全房地產市場方案

抑制短期炒作

短期套利者課重稅：
持有２年內45%；
持有2~5年35%。

法人比照個人課稅

納入預售屋交易

納入符合一定條件之
股權或出資額交易(間
接移轉房地交易)



房地合一稅2.0執行成效

稅制
稅政

有效抑制房地短期投機

抑制短期炒作房地

房地交易專案查核

持有5年內之一般房地交易量減幅約15%

個人補徵稅額31.1億元

營利事業調增所得額113.2億元



配合節能減碳政策
提供租稅優惠

稅制
稅政

汽機車汰舊換新
減徵貨物稅

老舊大型車汰舊換新
減徵貨物稅

購買節能電器
減徵貨物稅

電動車輛
租稅優惠



汽機車汰舊換新減徵貨物稅

稅制
稅政

鼓勵民眾汰換舊車購買新車，促進節能減碳

適用條件

1)報廢或出口符合規定之中古汽、

機車
2)購買新汽、機車

減徵稅額

1)汽車每輛5萬元

2)機車每臺4,000元

效益

截至112.6.30，399.1萬輛適用，減徵稅額694.4億元



老舊大型車汰舊換新減徵貨物稅

稅制
稅政

減少移動汙染源，改善空氣品質

適用條件

1)報廢1-3期老舊大型柴油車

2)購買新大型車
(完成新領牌照登記)

減徵稅額

每輛最高40萬元

效益

截至112.6.30，4.6萬輛適用，減徵稅額119.4億元



購買節能電器減徵貨物稅

稅制
稅政

鼓勵民眾購買節能電器，促進綠色消費

適用條件

1)非供銷售且未退(換)貨

2)購買能效1級或2級新冷(暖)氣
機、冰箱、除濕機

減徵稅額

每臺最高2,000元

效益

截至112.6.30，854.5萬臺適用，減徵稅額141.6億元



電動車輛租稅優惠-減免徵貨物稅

稅制
稅政

推動綠能科技產業創新，發展我國電動車輛產業

適用條件

購買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電動車輛
(完成新領牌照登記)

租稅優惠

1)免稅

2)完稅價格超過140萬元
以上部分，減半課徵

效益

截至112.6.30，61.9萬輛適用，減徵稅額110.8億元



電動車輛租稅優惠-免徵使用牌照稅

稅制
稅政

鼓勵使用低汙染車輛，扶植我國電動車輛相關產業

授權地方政府得對電動車輛免徵使用牌照稅

1)鼓勵民眾使用低污染車輛

2)扶植國內電動車輛相關產業
3)建構永續發展環境

4)實現政府綠能科技創新產業願景

效益

截至112.6.30，4萬6,337輛適用，免徵稅額33億元



延長現股當沖降稅，
調降權證避險證交稅
稅率

稅制
稅政

股票交易市場 權證交易市場

現股當日沖銷交易適用1.5‰證券
交易稅稅率延長至113.12.31
(延長3年)

權證避險股票交易證券交易稅稅率
由現行3‰調降為1‰

實施期間5年
(112.11.10-117.11.9)

105年
降稅前

111年
降稅後

當沖
占比

集中市場 9.64% 40.59%

櫃買市場 15.01% 49.23%

日均
成交值

集中市場
櫃買市場
合計

987.48

億元
3,041.31

億元

修法效益 預期效益

降低權證發行人避險稅負成本

提升權證報價品質

提升投資人參與權證市場意願

促進權證市場發展

穩定股市交易動能，促進權證市場發展



實施臺版晶片法

稅制
稅政

強化位居關鍵領導地位公司深耕臺灣意願

租稅優惠

112.1.1~118.12.31

適用主體

1)居國際供應鏈關鍵

地位之公司

2)符合一定量化條件
(研發費用、密度及有效稅率)

施行期間

1)前瞻創新研究發展投資

抵減(抵減率25%)

2)先進製程設備投資抵減
(抵減率5%)

預期效益

鞏固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

強化產業韌性及提供競爭優勢



延長大宗物資降稅

稅制
稅政

機動降稅，協助穩定物價，確保民生經濟穩定

實施效益

 協助廠商降低成本、緩解物價上漲壓力、調節物資供應

 自110年12月迄今8波降稅，減稅金額約690億元



推動及精進遺產稅申
報稅額試算服務

稅制
稅政

暖心服務再升級
截至112年6月底，申請試算案件達13.7萬件，符合條件者占65% 

單一窗口回復金融遺產

稅額試算服務

延長申報期限

被繼承人遺產

扣除額
納稅
義務人

財政資訊中心
網路平台

基金

保單

期貨

存款

股票

債務



優化綜所稅
結算申報服務

稅制
稅政

提高綜所稅申報便利性

108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全面開放Web線上版
報稅系統

• 手機報稅1.0
1) 以不須編修資料民眾為對象

2) 僅可修改聯絡資料

•手機報稅2.0
1) 全國民眾皆可使用

2) 開放編修課稅資料

3) 納入行動支付及電子支付

• 手機報稅3.0
1) 新增現金繳稅

2) 新增申請延(分)期繳稅

• Web線上版附件上傳

• 四大超商多媒體機現金繳稅



推行發票無紙化
鼓勵索取雲端發票

稅制
稅政

雲端發票四部曲—以網路替代馬路

Android ios

財政部
統一發票兌獎APP



推行發票無紙化，鼓勵索取雲端發票(1/2)

稅制
稅政

統一發票兌獎APP，生活更便利

電子發票證明聯≠雲端發票 統一發票兌獎APP

1 手機條碼儲存雲端發票

2 各式載具歸戶

3 自動對獎

4 自動領獎



推行發票無紙化，鼓勵索取雲端發票(2/2)

稅制
稅政

雲端發票專屬獎滿足民眾小確幸

專屬獎開獎組數

 100萬元獎 30組

 2,000元獎 1萬6,000組

 800元獎 10萬組

 500元獎 165萬組

112年5-12月期



國際財政

拓展租稅協定網絡 強化跨境財政合作



拓展租稅協定網絡

國際
財政消除雙重課稅，營造有利雙方投資及人民往

來之永續低稅負環境

英國

修正雙方91年簽署協定符合國

際最新標準

沙烏地阿拉伯

租稅協定網絡擴展至中東地區

韓國

我國與東北亞國家簽署之第2個

租稅協定

與英國修約議定

書110.12生效

與沙烏地阿拉

伯 租 稅 協 定

110.11生效

與韓國租稅協定110.11

簽署，將成為我國第35

個生效之租稅協定

(截至112.7.31，我國簽署生效之租稅協定共34個)



強化跨境財政合作

國際
財政

跨境合作實現財政永續

• 111年10月本部與帛琉財政部簽署財政合作協定

• 協助能力建構：

112年2月我國派員赴帛琉協助實施「帛琉商品及服務稅」新制

• 強化財政合作：

 112年6月帛琉財長率團訪臺

 我國分享加值型營業稅制、運用人工智慧等新興科技提升稅務行

政與服務效能，推動民間參與基礎建設等經驗與成果

預期效益

協助能力建構，強化財政合作

-與帛琉財政部財政合作



關務業務

阻絕非洲豬瘟疫病

跨境傳播

加強查緝毒品

守護國人健康



阻絕非洲豬瘟疫病
跨境傳播

關務
業務

高風險入境旅客
行李100%X光檢查

預先分流
檢查高風險進口郵包

改善空運快遞貨物
通關秩序

逐步取消空運快遞
貨物併袋



對策1--高風險入境旅客行李100%X光檢查

關務
業務

Quarantine檢疫
Security 安檢

Immigration移民署 Customs海關

桃園國際機場
CIQS三道防線

防檢局對手提行李100% X
光檢查，沿途設置棄置箱

移民署於證照查驗檯發放
文宣提醒棄置肉品

海關對託運行李100%X
光檢查並於紅綠線檯攔查

Q
S

I



對策2--預先分流檢查高風險進口郵包

關務
業務

海關逐件
X光檢查

防檢局

檢疫犬嗅聞

中華郵政將疫區進口郵包拉下
集中放置待檢

1. 郵局出入人員單純，僅有中華郵政、海關及防檢局人員作業。

2. 郵局將疫區進口郵包預先分流，由海關執行逐件X光檢查。

3. 防檢局檢疫犬隊機動協查，111.5.20起加重裁罰收件人。
檢疫犬隊增加郵局及快遞貨物專
區執勤頻率

圖片來源：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index。



對策3--逐步取消空運快遞貨物併袋

關務
業務

併袋通關現場

逐件通關現場

第一階段

110.11.1起
越南等10國進口空運
快遞貨物不得併袋通關

第二階段

110.12.1起
併袋件數不得逾20件，
111.2.1起不得逾10件

第三階段

111.4.1起
除文件類及少量電商貨
物外，全面廢除

改善X光影像重疊問題，

有利關員判讀辨識。



對策4--改善空運快遞貨物通關秩序

關務
業務

航警協助貨棧維安 完善監管裁處法規 建置電子化門禁系統

110.8起進駐13個哨點，

加強週邊機動巡邏，協助

查核貨棧出入人員。

110.11訂定報關業裁罰基

準，111.5修正關稅法加重

貨棧業罰則。

110.10收回貨棧通行證核

發，111.4換發電子卡證，

全面管控出入資訊。



加強查緝毒品
守護國人健康

關務
業務

結合內部大數據及外機關情資，預先篩選高風險目標

海關精進風險管理，與各機關深化情資交流，
鎖定可疑貨物及旅客嚴查。

檢察

警政

調查

海巡

海關

憲兵



關務
業務

查緝槍毒成效

海關 111 年查獲毒品

4,027公斤，其中大麻

查獲量創歷年新高

海關109年10月與刑事局

合作查獲史上最大10萬
發子彈走私案

截
毒

肅
槍



國產業務

提升國有財產運用效益 多元開發運用國有土地



提升國有財產
運用效益

國產
業務

項目 辦理情形

推動國有公用財產活化運用

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土地，經評估適宜以

非公用財產活化運用者，協調收回45處、

面積49.6公頃

協助社會住宅政策提供用地
配合主管機關、內政部指示住都中心興辦

社會住宅，提供國有不動產約175公頃

積極辦理國有不動產接管

提升非公用財產活化效益



多元開發運用
國有土地

國產
業務

活化國有土地利用

增裕國庫收益

•標脫5宗、面積0.946公頃
•決標權利金100.01億元

•簽約3案
•提供國有土地1.29公頃

•辦理28次標租
•標脫430筆土地、17
棟建物

•面積47.92公頃
•收益2.49億元

標租
都市
更新

共同改
良利用

設定
地上權

•參與新發起案件46件
•面積1.01公頃
•驗收接管9戶都市更新
建物



案例1—社會住宅「鳳松安居」

國產
業務

• 坐落基地：高雄市鳳山區牛潮埔段425-1地號

• 效益：本案基地鄰近澄清湖、鎮民國小、高雄

長庚醫院等，富含觀光遊憩、就學及醫療等生

活機能，適合各年齡層的居民入住。透過社宅

的興辦，可望協助減輕民眾居住負擔，並帶動

周邊商業發展，活絡地方經濟

(圖1：基地位置)

(圖2：基地現況) (圖3：未來建物模擬圖)

提供國有不動產興辦社會住宅



案例2—「鳳山青年夜市」

國產
業務

• 土地使用分區：市場用地

• 坐落基地：高雄市鳳山區中崙段4地號

• 基地面積： 4,283.5平方公尺

• 基地位置：中崙一路、凱旋路交界，位於文鳳

山五甲商圈邊緣，鄰近陸軍官校、陸軍步校

• 效益：青年夜市迄今營業20多年，經過6次搬

遷，終能合法營運，每周營運4天，創造玩樂

天堂，活絡地方經濟，並帶動周邊商業發展

(圖1：基地位置)

(圖2：基地標租前) (圖3：夜市現況)

標租國有土地



案例3—「高雄約珥靈糧堂」

國產
業務

• 土地使用分區：第三種住宅區

• 坐落基地：高雄市三民區灣和段108、110、

132地號

• 基地面積： 2,679.20㎡(約810.46坪)

• 得標人：財團法人台北市中國基督教靈糧世界

佈道會台北靈糧堂

• 建物用途：宗教設施、辦公室，地上9層、地

下2層

【After】

【Before】

設定地上權



案例4—「R5新世紀」集合住宅

國產
業務

• 土地使用分區：第三之一種住宅區

• 坐落基地：高雄市鳳山區福誠段21地號

• 基地面積： 4,785.89㎡(約1,447.73坪)

• 得標人：永信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 建物用途：集合住宅，地上15層、地下2層，

共3棟184戶

• 效益：已銷售163戶

【Before】

【After】

設定地上權



案例5—全聯福利中心

國產
業務

• 土地使用分區：第一種商業區

• 坐落基地：高雄市岡山區岡山段519-11、

519-88地號

• 基地面積： 2,172㎡(約657坪)

• 得標人：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建物用途：商場、辦公室，地上2層

【Before】

【After】

設定地上權



案例6—嘉義南院旅墅

國產
業務

• 土地使用分區：住宅區

• 坐落基地：嘉義市東門段五小段9地號

• 基地面積： 1,435㎡(約434.08坪)

• 得標人：鑫盛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 建物用途：旅宿飯店，地上9層、地下2層 【Before】

【After】

設定地上權



案例7—嘉義布袋鹽業用地設置太陽光電設施案

國產
業務

土地概況

• 提供面積：153.18公頃
• 釋出方式：出租
• 使用分區：特定專用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交通用地、水利用地、
國土保安用地、生態保
護用地

期程規劃

• 招商簽約：106年11月
• 開始營運：108年7月
• 履約期間：30年

創造收益

• 總收益22.4億元
• 政府課徵稅收：18.49億元
• 吸引民間投資：138億元
• 創造就業機會：1,380個

經濟部能源局

共同改良利用

【Before】

【After】



案例8—臺南市安平區福爾摩沙遊艇酒店開發案

國產
業務

土地概況

• 提供面積：1.9公頃
• 釋出方式：設定地上權
• 使用分區：特定文化專
用區

期程規劃

• 招商簽約：106年2月
• 開始營運：111年6月
• 履約期間：50年

創造收益

• 總收益3.05億元
• 政府課徵稅收：19億元
• 吸引民間投資：15億元
• 創造就業機會：250個

臺南市政府

共同改良利用

【Before】

【After】



案例9—職人町文創園區

國產
業務

土地概況

• 提供面積：0.17公頃
• 釋出方式：出租
• 使用分區：商業區

期程規劃

• 招商簽約：108年1月
• 開始營運：108年2月
• 履約期間：30年

創造收益

• 總收益0.49億元
• 政府課徵稅收：0.47億元
• 吸引民間投資：0.15億元
• 創造就業機會：500個

屏東縣政府

共同改良利用

【Before】

【After】



促參業務
積極引導民間投資參與公共建設



積極引導民間投資參
與公共建設

促參
業務

推動成效(102年至112年6月底)

 總計簽約808件

 民投金額3,400億元

 契約期間減少人事等財政支出3,288億元

 增加租金稅收等收入2,207億元

 創造逾7萬個就業機會

促參案件數及民投金額統計圖

製表日期：11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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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臺南市立安南醫院BOT案

促參
業務

【Before】

南台灣第1座、全國第2座醫療建設BOT案，

榮獲第13屆、第20屆金擘獎民間團隊特優獎

• 民間投資金額：39.9億元

• 簽約日期：99年6月23日

• 民間機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基本資料

效益

成立特色醫療中心，提供整合多層次醫療照護

加強急難重症照護，提升急、難、重症照護能
力與績效

提高醫療水準，提供在地民眾優質醫療服務
【After】



案例2—臺南市智慧路邊停車計費系統BOT案

促參
業務

【Before】

榮獲第18屆金擘獎政府團隊特優獎
第19屆金擘獎民間團隊優等獎

• 民間投資金額：5.7億元

• 簽約日期：107年6月1日

• 民間機構：宏碁智通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資料

效益

首件以促參方式辦理智慧路邊停車收費系統，

提升管理效率、停車位使用率及周轉率。
運用多元付費機制，提供智慧便利停車服務

【After】



112年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招商大會(1/2)

促參
業務

交通部 16件 503億

經濟部 5件 89億

高雄市政府 9件 708億

臺北市政府 17件 549億

新竹市政府 3件 63億

新竹縣政府 1件 44億

民參類(民參金額最高前2名)

臺中市政府 引領攀峰-111年促參案民投金

額最高-臺中市立老人復健綜

合醫院BOT案157億元

彰化縣政府 成就飛躍-111年促參案民投金

額成長最高 (110年0.32億元

→111年31億元)，94倍

澎湖縣政府 突破之翼-111年促參案離島地

區最高民投金額20億元

特別獎

招商卓越獎



112年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招商大會(2/2)

促參
業務

• 共計82件，1,834億元

‒ 類別包含交通、水資源、農業及資源循

環再利用、環境污染防治設施、長照及

醫療等

• 南區商機共42件，1,359億元

• 高雄市政府共提出21案、1,106億元

-促參案

楠梓再生水廠BTO案73億元

市場BOT案2件37億元

-其他法令案

捷運聯合開發案6件673億元

都更案3件335億元

商機案源

南部地區
嘉義 臺南
高雄 屏東



財政政策展望



促進居住正義

研擬房屋稅差別稅率2.0方案

建立國有房地包租機制



研擬房屋稅差別稅率2.0方案(1/4)

合理化房屋
持有稅負

促進房屋
有效利用

減輕單一自住
房屋稅負



研擬房屋稅差別稅率2.0方案(2/4)

項目 現行 修正後

歸戶方式 縣市 全國

法定稅率 1.5%-3.6%
除特定房屋外

2%-4.8%

地方政府訂定

差別稅率
「可」訂定 「必須」訂定

非自住住家用房屋

修正重點 1



研擬房屋稅差別稅率2.0方案(3/4)

項目 現行 修正後

自住
全國單一自住房屋

在一定金額以下
1.2% 1%

非自住

出租申報所得

達租金標準
1.5%-3.6% 1.5%-2.4%

繼承取得共有房屋 1.5%-3.6% 1.5%-2.4%

建商待售房屋2年以內 1.5%-3.6% 2%-3.6%

特定住家用房屋適用較輕稅率

修正重點 2



研擬房屋稅差別稅率2.0方案(4/4)

效益

住家用房屋全國歸戶，均按全國持有戶數課徵
較高稅率，符合公平正義

稅率按戶數全額累進，讓多屋族及空屋
負擔合理較高稅負

對全國單一自住房屋調降稅率，減輕自
住稅負

特定房屋適用較低稅率，鼓勵住家用房屋有效
利用，降低空置房屋



建立國有房地包租機制(1/2)

國有非公用房地 租賃住宅包租業
次承租人
(自然人)

標
租

轉
租

修
繕

•數戶國有房地為1標
•逕予出租之年租金為競標底價

•修繕房屋，交付合於居住使用之住宅
•管理租賃住宅



建立國有房地包租機制(2/2)

持續篩選適合標的，定期辦理國有房地包租公告

首批包租
(112.3.17及5.30公告)

第2批包租
(112.7.25公告)

地點 臺北(12)、臺中(10)、臺南(2)、高雄(10) 桃園(5)、臺中(10)、臺南(3)、高雄(5)

開標結果 34戶全數標脫 合計23戶，112.9.12開標

辦理成果



提振民間投資公
共建設推動量能

落實促參2.0

強化招商引資，精進獎勵措施

引導中央部會積極推動促參案件



落實促參2.0

111.12.21修正公布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擴大公共
建設類別

政府有償取
得公共服務

履約爭議
調解機制

數位建設
綠能設施
影視音設施
資源循環再利用設施

與國際接軌，降低
民間投資風險

設置履約爭議調解
委員會



引導中央部會積極推動促參案件

4,086 3,797 3,560 

2,000 3,596 

2,026 3,791 

3,927 

4,670 5,340 

4,596 

8.0% 7.3% 8.3%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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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
建
設
總
預
算(

億
元)

年度

公共建設總預算 促參案件占比

近10年促參案件民投金額占公建預算比率

現況

• 促參案件多為地方政府推動

• 大型公共建設多由中央各部會主政

• 近10年公共建設採促參方式辦

理比率低落

未來規劃

擇定重點部會優先推動，逐年推

升整體促參案件占比



強化招商引資，精進獎勵措施

精進獎勵措施

• 擴大獎勵金發放對象

• 調整獎勵金核算及運用方式，引導機關有效

運用獎勵金

強化招商引資

• 每年舉辦全國性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招商大會

• 招商大會設主題專區，加強重點商機、資訊

推廣行銷

• 建置「促參i MAP」招商地圖網
(網址：ppp.mof.gov.tw/WWW/iMap.aspx)

https://ppp.mof.gov.tw/WWW/iMap.aspx


掌握時代脈動
因應國際趨勢

臺美21世紀貿易倡議

積極推動洽簽臺美租稅協定

國有土地引進碳匯產業



臺美21世紀貿易倡議(1/2)

中小企業
關務行政及
貿易便捷化

良好法制作業

反貪腐服務業國內規章

• 為深化臺美雙邊經貿關係，臺美雙方自111年6月啟動臺美21世紀貿易倡議談判。
• 首批協定於112.6.1簽署，112.7.26立法院三讀通過，包含5項重要議題。

重要效益

深化臺美雙邊經貿關係，增加國際投資我國信心，有助吸引全球資金與技術。
全面建立雙方經貿往來法律基礎，緊密結合雙邊供應鏈，創造互利雙贏。



臺美21世紀貿易倡議(2/2)

關務行政及
貿易便捷化

03
02 04

01 05
預先
審核

快遞
貨物

退回
貨物

貿易便捷
化委員會

供貿易商使
用之電子文
件及系統

協定第2章



積極推動洽簽臺美租稅協定(1/2)

美國
臺灣

赴美投資
稅務問題

解決方式 預期效益

1) 超額賦稅，扣繳率達30%

2) 企業利潤雙重課稅

3) 個人薪資雙重課稅

1) 減輕雙方人民及企業所得

稅負

2) 避免跨境重複課稅

3) 促進雙邊經貿持續發展

以平等互惠原則與美方商訂

合宜減免稅措施，解決雙方

跨境經濟活動面臨之雙重課

稅問題



積極推動洽簽臺美租稅協定(2/2)

美國
臺灣

美國行政部門支持：美國財政部部長葉倫（Janet Yellen）表示瞭解臺美企業面臨之
雙重課稅問題，將與其國務院尋求創意解決方案。

美國國會兩院及跨黨派支持：美國國會透過提案支持美國政府與我國「洽簽租稅協
定」或「以修正國內稅法提供類似協定利益」。

近期美國行政部門及國會支持本案情形

本部、外交部及駐美國代表處與美國相關部門積極進行對話，並持續傾聽各界聲音，為
我國人民及企業爭取最有利方案。

持續與美方積極對話爭取最佳方案



國有土地引進碳匯產業
碳匯(carbon sink)
二氧化碳以自然方式儲存在大自然中，又分為森林的
綠碳、海洋的藍碳和土壤的黃碳，透過自然方式減量
(NCS，Natural Climate Solutions)，自行實施如植
樹、捕碳、綠能等增加碳匯。其中，森林的碳匯較為
嚴格，對象僅限於人造林，且森林必須持續生長，同
時，樹齡不能高於22年。

保留一定比
例之碳匯

不適宜大型開
發之國有土地

業者新植造林

提供國有土地
支付土地租金
及權利金

國有財產署 民間企業

申請碳匯

提升我國森
林覆蓋面積
及碳匯量



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推動多元繳稅管道

推動稅務智慧客服

革新綜所稅申報服務，提升用戶體驗



推動多元繳稅管道-精進地方稅繳稅服務

使用牌照稅歸戶線上申辦作業

便利民眾可同時繳納

多臺車輛使用牌照稅

增加多元繳稅管道

112年10月1日起新增土地增值稅、契
稅及印花稅介接超商多媒體資訊機
(KIOSK)，提供繳稅服務

超商

KIOSK

隨課稅目



推動稅務智慧客服

地方稅

預計112年11月新增房屋稅智慧客服問答。

串接至地方稅稽徵機關之真人文字客服，預計112年底計7縣市參

與，打造虛實整合之全方位地方稅智慧客服。

國稅

持續精進國稅系統操作面、法規面及以雲端發票為主題智

慧客服之問答知識庫



革新綜所稅申報服務，提升用戶體驗

網頁版
報稅系統

1

手機
編修模式

2

附件
上傳系統

3

產出整合民眾及符合業務

需求之優化版系統

選定3類型具代表性之民眾進

行易用性測試

邀請民眾先行體驗



結語

秉持務實彈性原則，妥善運用財政政策，
支援政府各項施政，同時推動各項財政興
利措施，帶動未來歲入自然成長，以厚植
財政韌性，確保財政永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