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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應日本大和證券集團及獨立行政法人日本貿易保險之邀請，代表經建會於

2011 年 12 月 5 日赴日本參加「地方產業海外商務發展會議」，以「台灣作為商

業夥伴的魅力」為題進行簡報，並以台灣啟動黃金十年經濟佈局以及台灣作為日

本合作夥伴的魅力為主軸，向日本重要地區性銀行負責海外業務高級主管進行說

明並交換意見。 

與會人員對簡報內容反應熱烈，包括瑞穗銀行、京都銀行、廣島銀行、熊本

銀行、佐賀銀行、東邦銀行、山陰合同銀行及日本貿易保險等出席代表，均紛紛

探詢台灣具體吸引投資的條件、日商在台聚落發展、乃至於在台分行或辦事處設

立等台日投資合作事宜，對於目前台灣所推動的各大產業投資案亦表達希望有機

會能更進一步了解。 

日本自 2011 年 311 震災及泰國水患之後，產業界深刻感受到斷鏈的影響，

台灣的優勢在於堅強的軟實力，並擁有令日本投資夥伴信賴的特質。尤其是在

ECFA 與台日投資協議簽定之後，面對中國大陸的廣大市場，以日本的技術與台

灣的軟實力，台日間有絕佳的機會發展更緊密的投資夥伴關係，而且是值得信賴

的夥伴關係。未來如何掌握機會，以日商招日商，進一步強化台灣產業鏈的優勢，

應是值得努力的方向；此外，配合日商群聚的特性，積極營造友善日商發展的環

境，當可為台日間更緊密投資夥伴關係的建立增添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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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日本經產省轄下「獨立行政法人日本貿易保險 (Nippon Export and 

Investment Insurance, NEXI)」於 2011 年 12 月 5 日假東京 Grand Palace Hotel

舉行「地方產業海外商務發展會議」。該機構透過日本大和證券集團邀請經建會

派員於說明會分項主題「海外投資募集及工業區設立相關介紹」中，以「投資台

灣」為主題進行簡報，行銷台灣投資優勢與商機亮點。 

NEXI 成立於 2001 年，為日本政府 100%投資之公司化行政機關(獨立行政法

人)，與我國輸出入銀行類似並有多項合作關係，亦辦理投資保險業務，業務往

來對象遍及日本國際性商社、貿易公司、日本地區性銀行。在紐約、巴黎、新加

坡均有分支機構，目前積極拓展台灣、印度及新加坡業務。 

與會主要為向日本 20 餘家重要地區性銀行負責海外業務的高級主管，介紹

台灣此一極具吸引力之投資市場。 

二、目的 

(一)配合「投資台灣 全球招商」施政主軸，介紹台灣黃金十年經濟佈局，吸引

日商來台投資，創造就業機會，促進經濟成長。 

(二)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及台日投資協議下，行銷台灣，協助日商了

解台灣投資優勢，把握投資商機。 

(三)藉由簡報說明及互動，瞭解日本地區性銀行海外業務高級主管，對於投資台

灣的問題與需求，建立溝通管道。 

三、行程與議程 

(一)行程 

日期 時間 行程 

2011 年 12 月 5 日 
上午 高雄-東京(去程) 

下午 參加地方產業海外商務發展會議 

2011 年 12 月 6 日 下午 東京-高雄(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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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議程 

時間 內容 

14:40～15:00 貿易信用保險投保者心得分享（貿易信用保險投保企業）

15:00～15:40 地方銀行之相關業務介紹（北海道銀行、福岡銀行） 

15:40～15:50 商工組合中央金庫之相關業務介紹  

15:50～16:10 休息時間（coffee break） 

16:10～17:10 自由討論 

17:15～18:00 海外投資募集及工業區設立相關介紹 

新加坡                     15mins 

印度                       15mins 

台灣                       15mins 

18:00~19:30 自由討論時間: 與會來賓名片交換、情報交流等 

 

四、簡報內容 

本次出席地方產業海外商務發展會議，以「台灣作為商業夥伴的魅力」為題

進行簡報，並以台灣啟動黃金十年經濟佈局以及台灣作為日本合作夥伴的魅力為

說明主軸。 

(一)台灣啟動黃金十年經濟佈局 

目前全球經濟面臨諸多不確定因素影響，台灣自不例外，為克服外在環

境變化，迎向未來，打造台灣黃金十年願景，必須在關鍵的時刻進行關鍵的

轉型與佈局。 

如同眾所周知與親身經歷過的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及目前仍存在的

歐美二次衰退疑慮。全球氣候變遷，如美國(Katrina 颶風)、日本(福島地

震及海嘯)、澳洲(洪災)、泰國(洪災)相繼出現的災難，都使得全球產業供

應鏈深受影響。此外，全球人口持續老化，並以亞洲的日本、台灣、新加坡

等最為快速。全球區域經濟整合持續推展，從 EU、AFTA、NAFTA、TPP、乃

至於推動中的 FTAA、FTAAP 等。 

因此，在關鍵時刻，必然會產生也必須產生關鍵的轉型來因應時局的變

化，這包括了貨幣、經濟實力與結構等的轉型。過去十年來，國際主要貨幣

地位產生了顯著變化。美元一路下滑、歐元體系面臨動搖、日圓一路升值、

人民幣也自 2005 年以來一路升值。黃金價格一路攀升，在美元走弱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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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亞洲貨幣普遍升值，增加亞洲對歐美出口的困難。因此，關鍵轉型有其

必要，尤其是經濟成長不能過度依賴出口、出口也不能過度依賴歐美，應加

強亞洲區域內貿易。經濟成長必須轉向內需、出口雙引擎，甚至以亞洲作為

整個內需市場，藉由加強投資與消費帶動經濟成長。當全球消費重心由西方

轉向東方，新興國家經濟快速成長，帶動龐大中產階級崛起，並使新興國家

蛻變為「世界市場」，商機值得期待。亞洲消費市場商機龐大，亞洲中產階

級人口成長 3倍、年支出增加逾 4倍，高於全球各地區。因此，關鍵佈局即

在於尋求最佳策略夥伴，共同創造新商機。 

(二)台灣作為日本合作夥伴的魅力 

台灣作為日本合作夥伴的魅力在於對中國大陸的瞭解，全球佈局的知識

及經驗，產業的豐富基礎及多元，公司治理、法律及會計制度的完備，與國

際架構的接軌。而台灣的優勢更在堅強的軟實力，舉凡創新、民主、友善等，

擁有一切令投資夥伴信賴的特質。以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吸引日商為例，在累

積有 18 家日商進駐、投資資本額超過 400 餘億日圓的經驗中，更發現這些

令人信賴特質的重要性。 

近三年來，台灣在吸引國際投資方面，除持續進行兩岸交流、開放投資

並簽定ECFA外，也將企業營所稅由25%調降至17%，台日間也簽署投資協議，

在 IMD 全球競爭力中台灣排名第 6名，IMF 更預測未來五年台灣成長率將是

亞洲四小龍第一。為了吸引投資，台灣規劃了招商的亮點產業，包括六大新

興產業(生技、文創、觀光…)、四大智慧型產業(雲端運算、智慧電動車…)，

及十大重點服務業等(美食國際化、國際醫療、國際物流、都市更新…)。 

並且由經建會劉憶如主委親自率領各相關部會及單位人員赴各國，結合

當地金融機構推動全球招商。包括赴新加坡在華僑銀行協助下推動國際招商，

為歷年赴新加坡招商最大規模。赴印度在渣打銀行協助下推動國際招商，為

歷年台灣赴印度招商規模最大、層級最高的代表團。赴美國在花旗銀行協助

下推動國際招商，舉辦三場「投資台灣」招商說明大會(紐約、舊金山、洛

杉磯)，超過千人參與。赴日本在大和證券協助下推動國際招商，二場「投

資台灣」招商說明大會(東京、大阪)，參與人數逾 1,200 人。同時在 2011

年 12 月 5 日至 8日，劉主委也率領一招商團在日本京都招商。 

台灣未來最受國際投資人注目的亮點產業，包括文創及數位內容、生技

及國際醫療、綠能及綠建築、都市更新、土地及園區開發、觀光旅遊、智慧

電動車及高科技產業等。事實上，台灣對中國大陸的投資既深且廣。除大部

分於東南沿海投資外，並正深入四川等內地發展。不但佈局各省，更遍及各

不同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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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基礎下，台灣、日本與中國大陸，更形成一種最佳結盟的三角

關係，也就是台灣對日本逆差、中國對台灣逆差、日本對中國逆差。這表示，

台灣喜歡和需要買日本的東西、中國喜歡和需要買台灣的東西、日本喜歡和

需要買中國的東西。 

具體而言，運用日本的技術、台灣的佈局、中國大陸的市場，必能在亞

洲崛起的新世代中，創造台、日、中三贏，及亞洲多贏的局面。 

五、心得及建議事項 

與會各日本銀行負責海外業務的高級主管對簡報內容反應熱烈，包括瑞穗銀

行、京都銀行、廣島銀行、熊本銀行、佐賀銀行、東邦銀行、山陰合同銀行及日

本貿易保險等出席代表在自由討論時間，均紛紛探詢台灣更進一步具體吸引投資

的條件、日商在台聚落發展、乃至於在台分行或辦事處設立等台日投資合作事宜，

對於目前台灣所推動的六大新興產業、四大智慧型產業與十大服務業等各產業投

資案亦表達希望有機會能更進一步了解。 

日本自 2011 年 311 震災及泰國水患之後，產業界深刻感受到斷鏈的影響，

台灣作為日本合作夥伴的魅力在於對中國大陸的瞭解，全球佈局的知識及經驗，

產業的豐富基礎及多元，公司治理、法律及會計制度的完備，與國際架構的接軌。

而台灣的優勢更在堅強的軟實力，包括創新的能量、民主的制度、對日商友善等，

擁有一切令日本投資夥伴信賴的特質。尤其是在ECFA與台日投資協議簽定之後，

面對中國大陸的廣大市場，以日本的技術與台灣的軟實力，台日間有絕佳的機會

發展更緊密的投資夥伴關係，而且是值得信賴的夥伴關係。 

日商在台灣發展已有相當長遠的基礎，以科學園區為例，全台三大科學園區

就有超過 43 家以上具相當規模且在不同產業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的日商；如何掌

握機會，以日商招日商，進一步強化台灣產業鏈的優勢，應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此外，日商具有群聚的特性，海外設廠涉及廣泛，需考量生產環境、交通條件、

金融配合、生活設施，乃至於日商從業人員子女在台教育等面向，積極地營造一

個友善日商發展的環境，當可以為台日間更緊密的投資夥伴關係建立增添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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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錄 

(一)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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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