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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越南近年整體 GDP 成長率幾乎維持在 6%以上，表現亮眼，隨著東協經濟共同體

（AEC）於 2015 年底正式成立，及陸續完成多項 FTA 簽訂，越南與國際社會融合的加

乘效益更為顯著，成為外資熱門投資設廠地點之一。近年東協地區已躍升為我國第二

大出口市場，越南更是我國於東南亞投資金額最高的國家，是我國新南向發展亮點國

家之一。本處「107 年度園區新南向產業網絡鏈結及拓銷媒合計畫」規劃越南拓銷考察

參訪，延續 106 年拓銷成效，本（107）年持續深耕新南向越南產業，於本年 5 月 25

日至 29 日赴越南河內及胡志明市兩大城市進行參訪，藉由拜會產業公協會，建立臺越

交流平臺，分享園區廠商產品資訊，進而媒合園區廠商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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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越南北鄰中國大陸，西接柬埔寨和寮國，土地面積 33 萬平方公里，約臺灣 9 倍，

擁有近 1 億人口，在東南亞地區排名第 3，約臺灣人口的 4 倍，2017 年平均國民所得

約 2,200 元美金，經濟成長率 6.8%，地理位置適中及人口紅利，是越南發展經濟之優

勢。 

本處依循政府致力推動新南向政策，自 106 年度辦理新南向計畫，本年度賡續委

由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下稱金屬中心）辦理「107 年度園區新南向產業網

絡鏈結及拓銷媒合計畫」（下稱本計畫），繼 106 年本處率團至越南參訪、參展，園區

計 18 家廠商參加「2017 越南國際金屬工具機暨加工機展」，現場接單金額 117.3 萬美

元，估計後續商機金額 206 萬美元，本年度為延續 106 年越南拓銷成效，持續深化與

越南產業鏈結，爰規劃赴越南拓銷考察參訪計畫。 

本次參訪計畫由本處、金屬中心組成參訪團，安排拜會越南產業支援協會（VASI）、

越南機械產業協會（VAMI）及發明協會（VIA）等產業協會，建立臺越廠商搭橋合作交

流平臺；拜會我國外貿協會駐胡志明市辦事處、駐胡志明市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等派

駐越南單位，以瞭解越南市場及其營運環境；拜會胡志明市加工出口暨工業區管理委

員會（HEPZA），加強與越南官方單位之國際合作交流；另參觀 2018 越南胡志明汽車摩

托車及零配件展，協助園區廠商開拓市場及尋找商機，綜整目的如下： 

一、 延續新南向工作推動，拜會越南相關產業公協會團體建立交流平臺，開發新的潛

在合作對象，進行搭橋雙方合作關係，提供資訊交流與建立廠商媒合的機會。 

二、 瞭解越方對其園區近期之發展與產業需求，進行交流與討論。 

三、 深化與越南之鏈結，擴大效益及創造可能商機，並邀請來臺參訪，進一步促成實

質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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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參訪行程參訪行程參訪行程參訪行程    

    

日   期 行程內容 工作事項 

5 月 25 日 越南產業支援協會（VASI） 

去程交通移動（高雄國際

機場→河內）/交流/參訪 

5 月 26 日 越南機械產業協會（VAMI） 

交流/參訪/交通移動（河

內→胡志明市） 

5 月 27 日 2018越南胡志明汽車摩托車及零配件展 

參觀胡志明汽車摩托車及

零配件展 

5 月 28 日 

外貿協會駐胡志明市辦事處 

駐胡志明市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胡志明市加工出口暨工業區管理委員會

（HEPZA） 

交流/參訪 

5 月 29 日 發明協會（VIA） 

交流/參訪/回程交通移動

（胡志明市→高雄國際機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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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參訪參訪參訪參訪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一一一一、、、、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參參參參訪訪訪訪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越南產業支援協會越南產業支援協會越南產業支援協會越南產業支援協會（（（（VASIVASIVASIVASI））））    

接待人員 范海峰先生、裴碧玉小姐（協會幹部） 

（一）單位簡介 

1. 越南產業發展中心（SIDEC）、產業政策戰略研究院及工商部於 2014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由歐盟贊助執行「EU-MUTRAP」專案，主要目的是為了支援越南產業邁向

歐洲市場，而協會的成立亦為專案的重要成果之一。因此，2017 年 3 月 16 日由

越南內務部頒布正式允許成立越南支援產業協會，英文名稱為 Vietnam 

Association for Supporting Industries (VASI)。 

2. 組織成立宗旨與目標主要為扶植越南企業發展、推動國內外貿易，並提供企業所

需之協助，會員廠商領域包含顧問公司、機械製造業、自動化產業、會計金融業、

電子零件業、塑膠產業…等等，目前會長為現任工商部次長。 

3. 協會主要任務： 

� 集合、連接、提高各個需要支援的企業之能力。 

� 代表會員提供意見關於規劃搜尋及連接於國內市場與出口之政策。 

� 除了連接任務之外，越南支援產業協會也將會提供意見關於規劃發展需要支援

和有關聯性的工業部門之政策；幫助各企業搜尋及連接於國內市場及出口。 

（二）參訪交流重點 

1. VASI 主要會員為生產零組件的製造商，目前有 200 多家生產零件之供應商，該協

會配合越南政府輔導會員廠商拓銷海外市場，協助辦理會員廠商提出之國內、外

企業合作需求，以及相關展覽、企業的參訪與規劃。與外國企業合作部分，日本、

韓國以機械設備業為主，我國則以紡織業為大宗，會員國外參展主要國家為美

國、德國、日本。 

2. 雙方欲瞭解彼此市場，廠商面對面交流媒合是最好的方式，VASI 願意擔任橋樑的

角色，協助園區廠商與該協會廠商媒合，VASI 並同意將我國展覽資訊提供其會員

廠商評估，增加雙方產品拓銷之機會，並詢問其會員廠商近期是否規劃來臺之行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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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ASI 亦提供該協會生產零件會員廠商代表性產品資訊（手冊），手冊內容提供各

會員廠商之公司簡介、產品資訊以及聯絡資訊。我國廠商如有生產相關產品，亦

可透過 VASI 介接。 

4. VASI 提及與韓國合作的模式主要有兩種，其一是透過雙方政府的對接，由韓國政

府派駐專家到越南當地協助技術開發與教育訓練；其二為將越南的主要技術人員

帶至韓國進行專業訓練。 

  

  

圖 1. 與 VASI 資訊交流與討論 圖 2. 與 VASI 資訊交流與討論 

  

圖 3.本處致贈紀念品 圖 4. 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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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2226666 日日日日上上上上午午午午    

參參參參訪訪訪訪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越南機械產越南機械產越南機械產越南機械產業業業業協會協會協會協會（（（（VAMIVAMIVAMIVAMI））））    

接待人員 
阮志生副會長兼總秘書 

主任(聯絡窗口)及相關幹部 

（一）單位簡介 

越南機械產業協會（VAMI，Vietnam Association of Mechanical Industry）

是在越南境內有關於機械領域的經濟活動以及擁有法人資格的各企業所組成的

非政府自願性組織，組織成員以研究單位、零件製造、電力設備業、汽車零件

製造、造船、鐵路、重設備、自動化產業廠商為主。主要目標為促進國內機械

產業之間的合作與交流，支援與提升越南國內機械產業的發展。 

（二）參訪交流重點 

1. VAMI 為越南河內推動機械產業相關事務的協會組織，組織內資本額千萬美金廠商

約占 7 成比例，是協會重點協助對象。組織成員內最大廠商為水電設備產業（約

有 1 萬名員工），其次為汽機車零件廠商（韓國現代汽車代工廠商即為 VAMI 會員

廠商）。 

2. VAMI 現階段組織內廠商大多為技術開發需求居多，希望有機會能與我國廠商技術

上的交流，若我國廠商有意願與越南在地廠商投資合作，合作成功的機會將可大

大提高。 

3. VAMI 願意擔任橋樑的角色，協助園區與該協會廠商媒合，期透過廠商產品營運項

目介紹及廠商網站資訊，初步媒合臺越相關聯廠商，進一步透過平臺媒合個別廠

商工廠參訪交流合作機會，促進更具體的合作模式。但短期內暫無前往臺灣參訪

的安排，初期雙方可以先透過電子郵件連繫。 

4. 本計畫期望園區廠商初期透過越南代理商方式，建立彼此合作之信任感，越方廠

商可以更瞭解我國廠商產品及技術，臺越廠商可以共同成長技術再升級，逐步推

動園區廠商與越南廠商資源、市場及技術之共享與鏈結，促進雙方廠商合作。惟

VAMI 認為尋求代理商方式，合作機會有限，建議至越南投資設廠，合作機會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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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VAMI 資訊交流與討論 

圖 6. VAMI 與會人員 

(左起依序為協會主任、副會長兼總秘書、

協會幹部) 

  

圖 7.本處致贈紀念品 圖 8. 與會人員合影 

 

 

三三三三、、、、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全天日全天日全天日全天    

參訪單位參訪單位參訪單位參訪單位    
2018201820182018 越南胡志明汽車摩托車及零配越南胡志明汽車摩托車及零配越南胡志明汽車摩托車及零配越南胡志明汽車摩托車及零配

件展件展件展件展    

（一）展覽簡介 

Saigon Autotech & Accessories 展覽於 2006 年首次舉行，是越南汽、機車及

汽、機車配件領域最專業的盛會，也是目前越南最具影響力的汽車展會，是越

南最重要也是值得期待的展覽。展覽經過多年的推廣宣傳，已被認為是促進中

外貿易活動的領先展會。世界各地汽車製造商一直把 Saigon Autotech & 

Accessories 列為塑造在越南市場的目標客戶主要途徑，也是國外汽車廠商開拓

越南市場的最佳平臺。Saigon Autotech 2018 展覽期間為 2018 年 5 月 24 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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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於西貢國際展覽中心舉辦，預計有近 300 個廠商，超過 500 個攤位參展。 

（二）參訪內容 

1. 汽、機車為越南重要的運輸工具，對於零配件的需求量大，透過本展覽可一窺越

南汽、機車產及其相關配件市場與產品發展趨勢特性。 

2. 本展覽實際約 150 家汽、機車零配件廠商參展，參展廠商以機車零配件為主，其

中又以陸資廠商為大宗（約 6 成），其次為越南廠商，我國則有 16 家廠商參展，

展出內容以機車零配件為大宗。我國廠商透過展覽公司與外貿協會補助協助參展

設攤，但表示本年度的展覽人潮較往年少了近三分之二。 

3. 本展覽主要目的係提高參展廠商在越南市場之曝光率，藉以行銷公司產品並尋求

代理商，拓展銷售市場。本計畫有意拓銷越南市場之園區廠商，如宏利汽車（主

力產品汽車鈑金與零配件）、洪興研磨（主力產品為車用零件之研磨材料）、靖益

企業（汽車懸吊、底盤零配件）、峰安車業（汽車渦輪與零配件）、甫鑫（汽、機

車零件）等，初步亦以尋求越南代理商為主，與參展廠商參展目的相同。 

 

  

圖 9. 西貢國際展覽中心 圖 10. 展覽會場入口 

  
圖 11. 與越南機車零件製造商（FOMECO）討論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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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與參展廠商討論與交流 

  

圖 13. 與參展廠商討論與交流 圖 14. 臺灣廠商專區 

 

  

四四四四、、、、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    

參訪單位參訪單位參訪單位參訪單位    外貿協會駐胡志明市辦事處外貿協會駐胡志明市辦事處外貿協會駐胡志明市辦事處外貿協會駐胡志明市辦事處    

接待人員 
鄭旨廷經理(聯絡窗口) 

黃珊珊專案經理 

（一）單位簡介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簡稱外貿協會）由經濟部於結合民間工商團體設

立之公益性財團法人，以協助業者拓展對外貿易。擁有 1,300 多位訓練有素的

貿易專才，駐胡志明市辦事處為外貿協會遍佈全球 60 個駐外據點之一，其完整

的貿易服務網，是業者拓展貿易的最佳夥伴。 

（二）參訪交流重點 

1. 本計畫為協助園區廠商拓銷越南市場，特別拜會外貿協會駐胡志明市辦事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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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透過辦事處地利之便及瞭解越南商情之優勢，擔任橋樑協助園區廠商拓銷越南

市場，媒合越南當地適合媒合廠商、產品。 

2. 越南位在東南亞中南半島東端，北鄰中國大陸，西接柬埔寨及寮國，約 1 億人口，

七成低於 35 歲，人口結構年輕，未來消費市場開發極具潛力，吸引不少國際大

廠投資，其中以韓國為越南第 1 大投資來源國，其次為日本，新加坡排名第 3，

我國居第 4 名。 

3. 外資企業對派駐越南之員工有不同的管理制度，韓國、日本等外資企業對於外派

越南幹部的管理，係集中居住於胡志明市市區，上、下班再通勤往返工廠；而我

國外派的幹部則集中居住於工廠附近，休假日則由公司專車接送至市區活動，不

過近年有越來越多的我國廠商逐漸轉型與日、韓類似的管理模式。 

4. 越南積極加入區域及國際經貿組織，目前係 WTO（2007 年加入）、APEC（1998 年

加入）及東協（1995 年加入）會員。隨著越南與各國 FTA 陸續生效，關稅互惠亦

為吸引外國廠商投資越南之重要因素。 

5. 園區鐵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逐漸布局越南市場，該公司長期於越南臺灣精品展售

中心辦理展售。 

6. 越南語言以越語為主，英文尚不通行，另據統計，越南人民年均收入 2,000 美元，

但胡志明市人民年均收入 5,000 美元，係全國平均收入的 2.5 倍。 

  

圖 155.本處致贈紀念品 圖 166. 與貿協鄭旨廷經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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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    

參參參參訪單位訪單位訪單位訪單位    駐胡志明市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駐胡志明市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駐胡志明市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駐胡志明市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接待人員 
黃王維(一等秘書、聯絡窗口) 

周佩如(助理) 

（一）單位簡介 

1992 年 6 月 30 日臺越簽署互設處協定，並於同年 11 月在河內市設立「駐越南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簡稱「駐越南代表處」），在胡志明市設立「駐胡志明市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簡稱「駐胡志明市辦事處」）。駐胡志明市辦事處轄區為

越南南部地區，北自峴港南至富國島（兼理柬埔寨），主要業務為與轄區各級地

方政府維繫關係，推動強化我與當地在經貿、文化、科技、農業、觀光、領務、

僑務等領域之交流與合作，以提升雙邊全方位實質關係 

（二）參訪交流重點 

1. 越南南部地區為吸引外資投資最多之區域，臺商八成設廠於硯港以南，主要投資

地區為同奈省、平陽省、頭頓省、胡志明市，主要投資產業為紡織成衣業、鞋業、

食品加工業、橡膠塑膠製品業、木製家具業，總投資額約 309 億美元，加計第三

地投資估約 500 億美元，其中以台塑位於河靜鋼廠投資額 110 億美金，是投資越

南的臺商當中最大投資者。越南各省都設有臺商會，可提供臺商相關工作的協助。 

2. 外資企業對越南經濟成長貢獻約佔 6 至 7 成，出口額約佔越南總出口額之 7 成，

為越南主要貿易額之貢獻者，以韓國三星出口額即佔越南出口額約 20%，另外資

企業在越南薪資以日資企業最多，韓資企業次之，臺資企業薪資相對較低。外商

在胡志明市前三大投資，以製造加工佔 80%居冠，其次為不動產建築業，零售業

居第三。 

3. 就越南機車產業市場而言，臺灣三陽機車是早期第一批到越南投資設廠的臺商，

但越南機車市場競爭激烈，目前銷售量以 Honda（本田）為市佔率第一名，市佔

率約 75%，其次依序為 Yamaha、Piaggio、Sym、Kymco。 

4. 日本係越南 ODA 援助最大國家，投資於越南公共設施建設最多，胡志明市機場亦

受日本 ODA 援助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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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7 本處致贈紀念品 圖 188 與駐胡志明市辦事處黃王維秘書合影 

 

 

六六六六、、、、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參參參參訪單位訪單位訪單位訪單位    
胡志明市加工出口暨工業區管理委員會胡志明市加工出口暨工業區管理委員會胡志明市加工出口暨工業區管理委員會胡志明市加工出口暨工業區管理委員會    

(HEPZA)(HEPZA)(HEPZA)(HEPZA)    

接待人員 

阮皇能(主委) 

陳越河(投資科長、聯絡窗口) 

投資科副科長(聯絡窗口) 

（一）單位簡介 

HCMC EXPORT PROCESSING & INDUSTRIAL ZONES AUTHORITY(HEPZA)成立於 1992

年底，為越南官方組織，目的是對胡志明市出口加工區和工業區的投資活動進

行簡單的國家管理，目前管理有 16 個園區，區內廠商大約 1,400 家。 

（二）參訪交流重點 

1. HEPZA 目前管轄胡志明市 13 個工業區、3 個加工出口區，共計 1,400 家廠商，其

中包含臺商 137 家，臺商大部份集中於新順加工出口區。園區產業近 10 年以紡

織業為主，其次為機械與生技產業，後續規劃朝向高科技產業發展。 

2. HEPZA 管理方式為委託大型開發商進行園區開發，由開發商各自管理所屬的工業

園區內之廠商，包含園區建設、園區管理、廠務規劃等。HEPZA 只管理大型開發

商，主要工作內容為文件與執照的核發。臺商如需投資設廠，需與 HEPZA 接洽，

再由 HEPZA 轉介至適合設廠區域之開發商，此管理模式與本處單一窗口對個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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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全方位服務極為不同。另 HEPZA 園區土地為國有，只租不售，租期一次可簽約

50 年，廠商承租後憑使用權可以向銀行辦理融資，與本處所屬園區土地只租不售

相同。 

3. HEPZA 主委甫上任不久，對加工出口區極感興趣，阮主委預計安排於本年 10 月訪

臺，屆時可望至本處及園區廠商參訪交流。 

 

  

圖 19. HEPZA 歡迎臺灣加工出口區管理

處蒞臨拜訪 

圖 20. 與 HEPZA 與會人員討論與資訊

交流 

  

圖 21. HEPZA 出席接待人員 

(上排由右至左依序為投資科長、主

委、投資科副科長) 

圖 192. 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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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3.本處致贈紀念品 圖 214. 於 HEPZA 辦事處大門口合影 

 

 

七七七七、、、、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    

參參參參訪單位訪單位訪單位訪單位    發明協會發明協會發明協會發明協會(VIA)(VIA)(VIA)(VIA)    

接待人員 

裴文權(副會長兼總秘書) 

陳江奎 (副總秘書、聯絡窗口) 

協會會員代表約 10 人 

（一）單位簡介 

越南發明協會主要是從事研究、創新與發明的組織或企業組成，目的是希望能

協助會員在產品開發以及商品上市的智財權觀念、制度建立，並協助會員將產

品應用於商業化發展的非營利組織。 

（二）參訪交流重點 

1. VIA 為新成立之智庫單位，由越南科技部退休幕僚主導，組織成員多為中小企業、

創新育成公司，成員較著重智財權制度與觀念。 

2. VIA 對於臺越合作極為積極，裴副會長認為越南雖屬於工業發展較落後的國家，

但其具市場潛力，而我國則具備技術與政策，是很好的合作對象，希望透過我國

新南向政策，建構廠商技術交流平臺，成就供應夥伴合作關係。 

3. 目前臺越合作尚無一個組織來整合，會中即建立 VIA 與金屬中心雙方對接窗口，

定期提供臺越廠商資訊，可更有效掌握最新資訊，初期並先以金屬製品、機械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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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與食品加工產業等資訊交流為優先，再持續深化雙方產業交流，促進合作機會。 

4. VIA 可提供越南廠商需求，協助媒合園區廠商與產品，若廠商有進一步的需求，

也會協助越南廠商安排來臺參訪。 

  

  

圖 225. 與 VIA 代表討論與資訊交流 圖 236. VIA 代表與公司代表會議討論 

  

圖 27.本處致贈紀念品 圖 248. 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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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心得心得心得心得    

一、越南市區汽車、摩托車、腳踏車幾乎將每條街道塞滿，此起彼落的喇叭聲從早到

晚從不間斷，汽車、摩托車、腳踏車、行人各憑本事勇往直前，每天街頭汽機車

在混亂中不斷前進著。近年來，越南隨著經濟逐漸成長，對於鐵路、交通等公共

建設需求殷切，越南政府積極投資公共建設，過去 15 年來，除每年挹注約合國內

生產毛額(GDP)10%的政府預算發展公共基礎建設，並向日本和歐盟國家等借貸 ODA

優惠融資，但迄今仍無法脫離公共建設落後的困境，尤以交通基礎建設為最，長

期削弱國家經濟發展衝力。 

二、越南政府為了提升國家總體發展，以本身的市場及地理優勢，不斷吸引國際資金

投入越南基礎公共建設。各國政府對越南的 ODA 援助對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發揮重

大功能，援助國經由 ODA 的援助投資模式建立企業形象，獲取重大投資方案的執

行。尤以日本是越南最大官方發展援助國家，其透過 ODA 形式爭取越南各項國際

合作機制中的基礎建設項目，可為我國之借鏡。 

三、近年來東協地區已躍升為我國第二大出口市場，越南更是我國於東南亞投資金額

最高的國家，雙方合作關係密切。越南經濟在過去 15 年來強勢成長，整體 GDP 成

長率幾乎都維持在 6%以上，表現十分亮眼，隨著越南陸續完成多項 FTA 簽訂，東

協經濟共同體（AEC）亦於 2015 年底正式成立，越南與國際社會融合的加乘效益

將會更為顯著，至 2020 年前越南預計將與 55 個國家及區域建立經濟連結，其中

包含 G20 組織中的 15 個會員國，整體經濟前景成長可期。此一經濟發展趨勢亦將

牽動臺灣企業全球佈局策略，臺灣企業欲拓展越南商機，需持續關注未來越南相

關政策與產業發展，以深化雙方合作契機，共拓市場商機。 

四、據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統計，臺商對東協十國投資額自 1959 至 2017 年統計，主要

排名依序為越南 309 億美元(33%)、印尼 176 億美元(19%)、泰國 145 億美元(16%)、

新加坡 135 億美元(15%)，臺商投資越南居東協十國之冠。再加上有逾 10 萬名越

南配偶及逾 18 萬名越勞（至 2018 年 5 月止）在臺生活及工作，顯示兩國在產業、

人文等方面之合作關係相當密切，越南有近 1 億人口紅利，7 成勞動人口，地理位

置適中，期盼新南向政策可增加越南的力度，擴大與越南產業供應鏈整合、內需

市場連結，創造互利共贏的新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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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從越南的發展經濟或產業面來看，雖可說充滿無限機會，但要真正打入當地市場，

爭取商機，仍有不少挑戰。為能逐步將我國產業的優勢與越南產業相互鏈結，本

次出國以結合當地公協會建立臺越雙方交流平臺，拜會之公協會均很積極期盼與

我國介接，願意擔任廠商合作的橋樑，協助臺越廠商發展出各種不同的合作模式。

因此，在政策與執行面上，臺灣仍需要不斷加強與新南向區域國家之間的連結，

建立更有效的對話與互信，讓彼此之間的經貿往來更加活絡與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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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本次辦理「越南拓銷考察參訪」，拜會越南相關產業協會，各協會對兩國廠商合作

均表積極態度，初步各協會表達願意擔任橋樑角色，協助越南各協會會員廠商與園區

廠商媒合，並取得各協會聯繫窗口資料，期盼以我國先進產業技術，能創造臺越廠商

合作新模式，共創雙贏之經濟。為持續深耕新南向越南產業，協助園區廠商強化與越

南供應鏈及市場的合作連結，下列事項仍應積極持續辦理： 

一、追蹤有意願媒合之越商 

本次參訪所拜訪之公協會（VASI、VAMI、VIA）與 HEPZA，均會協助將園區內廠商

拓銷之資料（簡介如附錄 2），發送予其會員廠商參考；後續應持續追蹤越方廠商

媒合之意願情形。 

二、掌握有意來臺單位與規劃 

待臺越高峰論壇舉辦時間確定後（暫訂於 10 月辦理），應速力邀本次拜會之越方

公協會及廠商來臺，與園區廠商進行需求交流或媒合活動。 

三、強化與駐外單位資訊交流 

持續鏈結外貿協會及駐館商情資訊，提供園區廠商當地產業概況及經貿政策，以

提升本處拓銷越南之服務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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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111：：：：參訪團名單參訪團名單參訪團名單參訪團名單    

 

序號 單 位 名 稱 職  稱 姓  名 

1 科長 薛偉銘 

2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專員 陳玉鳳 

3 副處長 吳永成 

4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工程師 陳彥廷    



 21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2222----園區園區園區園區拓銷拓銷拓銷拓銷廠商廠商廠商廠商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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