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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配合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並持續協助臺灣產業園區及科技產業園區廠商布局海

外市場，以強化全球供應鏈韌性，產業園區管理局（下稱園管局）籌組園區 16 家廠

商赴泰國參加「2024泰國國際工業製造週展會」，並與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TTBA）、

泰國工業總會（FTI）等公協會進行臺泰商機洽談，協助對接泰國在地廠商 26家，並

促成現場 600萬元訂單洽談，不僅建立臺泰雙邊經貿夥伴關係，同時為雙邊廠商創造

更多新商機。本次除因應園區廠商拓銷需求，安排商機媒合外，另安排拜會泰國工業

部工業園區管理局、泰國東部經濟走廊辦公室（EECO），並參訪泰國最大工業區「安

美德工業園區」，以及赴泰國投資臺商–台虹科技與泰達電子（台達電子公司）等，以

深入瞭解當地投資環境、產業發展趨勢及國家未來政策，以作為日後我國優勢產業供

應鏈全球布局參考，協助園區廠商拓展新南向市場，並落實經濟部新政策核心理念，

強化臺灣產業之重要角色和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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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因應經濟部組織改造，本局為協助產業園區及科技產業園區廠商拓展新南向市場，

今年度規劃執行「113年度園區招商暨關懷輔導及新南向拓銷推動計畫」，推動「建

置新南向拓銷管道」，盤點113年新南向國際專業展會，並鏈結國內產業公協會及海

外新南向國家公協會資源，協助園區廠商參加國際專業展覽及商機媒合，促進產業海

外布局，並與當地相關單位建立長期合作夥伴關係。 

依據泰國海關統計資料，112年泰國與我國貿易額計214.01億美元，泰國自我國進

口166.04億美元，較111年同期成長40.41%。我國為泰國第5大進口來源，產品項目以

積體電路、印刷電路板等為主。112年泰國對我國出口47.97億美元，較111年同期成長

1.65%，我國為泰國第15大出口市場，產品項目以積體電路、冷氣機、數據儲存設備

等。綜觀近年臺泰雙邊經貿統計數據，自108年截至113年5月，臺灣對泰國投資件數

為177件，金額達22.95億美元；同期泰國對臺灣投資件數為143件，金額為9.85億美元。

可見泰國為臺灣重要貿易夥伴。 

鑒於臺泰雙邊國際貿易成長趨勢，本次拓銷及商機媒合團延續過往新南向拓銷模

式與成效，持續深化泰國當地交流網絡，由本局及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下

稱金屬中心）規劃參展及參訪交流行程，籌組16家園區廠商（包含數泓科技、大東樹

脂化學、銀泰科技、上銀科技、喬福材料科技、鈦騰複合材料、車王電子、經登企業、

鑽全實業、靖鎰企業、常珅機械、億曜企業、元皓能源、華泰電線電纜、泰國鼎捷等），

配合參展「泰國國際工業製造週」，鏈結泰國在地公協會辦理商機洽談及媒合交流，

期促成園區廠商拓展泰國業務，尋獲在地商業夥伴或潛在客戶，並透過參訪行程，協

助園區廠商掌握在地市場動態、投資環境與產業發展趨勢，提前掌握泰國新商機，布

局新南向市場，強化企業於全球供應鏈之產業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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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拓銷及商機媒合團行程 

 

日期 時間 參展與拜訪行程 接待人員代表與貴賓 

6/17 

(一) 

14:55~17:25 
高雄(KHH)→泰國曼谷(BKK) 

中華航空 CI839 

 

18:30~20:00 團務會議 
 

6/18 

(二) 

9:30~12:00 臺泰商機媒合會 

1. 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陳漢川 總會長 

2. 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李明福 顧問團主席 

12:00~12:30 餐敘交流  

14:30~15:00 參訪台虹科技泰國廠 

1. 台虹科技–劉玲君 總經理 

2. 台虹科技–張文誠 廠長 

3. 台虹科技–丁昱晴 副理 

15:45~17:15 參訪安美德工業園區 

1. 安美德集團–邱威功 總裁 

2. 安美德集團–Osamu Sudo 首席行

銷官 

6/19 

(三) 

10:00~11:00 

泰國汽車零組

件製造商協會

（TAPMA） 

展場商洽 

拜會駐泰國 

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1. 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張

俊福 大使 

2. 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

組–倪克浩 組長 

3. 泰國汽車零組件製造商協會

（ TAPMA ） -Mr. Sompol 

Tanadumrongsak 會長 

4. 泰國汽車零組件製造商協會

（ TAPMA ） - Ms. Anujtha 

Jaovisidha 秘書長 

11:00~12:30 交流餐敘 
 

14:00~16:00 

泰國國際工業

製造週 

展場商洽 

參訪泰達電子 

1. 泰達電子–黃啓豪 海外人資總監 

2. 泰達電子–孫婉甄 資深行銷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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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 

(四) 

10:00~12:00 

泰國國際工業

製造週 

展場商洽 

參訪泰國 

工業園區 

管理局 

（IEAT） 

1. 泰 國 工 業 園 區 管 理 局 –Ms. 

Witchuda Seemakachorn 秘書長 

2. 泰 國 工 業 園 區 管 理 局 –Ms. 

Rakcharin Thonghong行銷總監 

14:00~16:00 參訪泰國工業總會（FTI） 

1. 泰國工業總會 –Ms. Petcharat 

Eksangkul 副主席 

2. 泰 國 工 業 總 會 –Mr. Teera 

Kittiteerapornchai 副秘書長 

3. 數位產業會–Mr. Akkarapol Sukta 

副主席 

4. 數 位 產 業 會 –Ms. Chalida 

Chansuree 委員 

5. 臺中經濟投資院–Mrs. Supanee 

Chantasasawat 委員 

6. 臺中經濟投資院 –Mr. Voravit 

Chamroenlert 委員 

7. 泰國進出口銀行 –Mr. Kittisak 

Yosthasan 協理 

8. 泰國進出口銀行–Ms. Nongluk 

Assawanich 協理 

9. 泰 國 進 出 口 銀 行 –Mr. Dusit 

Rungpiputanapong經理 

18:30~20:30 MOU簽署儀式暨交流晚宴 

1. 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薛

秀媚 公使 

2. 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經

濟組–倪克浩 組長 

3. 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陳漢川 總會長 

4.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賴永祥 執行長 

5.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林恒育 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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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台灣金屬熱處理學會 –  

吳忠春 副理事長 

7. 台灣流體傳動工業同業公會 

8. 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6/21 

(五) 
10:00~12:00 

參訪東部經濟走廊辦公室

（EECO） 

1. 東部經濟走廊辦公室–Mr. Korkij 

Danchaivichit 副秘書長 

2. 東部經濟走廊辦公室經濟特區發

展部： 

(1) Mr. Thaweechai Liyeege 執行

長 

(2) Mr. Rangsan Tadamongkongul 

副執行長 

(3) Miss Kannika Pavaracharn 副理 

(4) Mr. Ariyawat Sanakun 專員 

(5) Mr. Thanapat Sriprasert 專員 

3. 東部經濟走廊辦公室招商引資策

略部： 

(1) Mr. Thanawat Aroonpun 代理部

長 

(2) Dr.  Samita Temphoemphoon 

專員 

(3) Ms. Chalita Junsiri 科員 

4. 東部經濟走廊辦公室招商引資策

略 部 –Dr. Ruangrit Umpujh 

Upalanala代理部長 

6/22 

(六) 

10:00~12:00 
泰國國際工業製造週 

參展廠商關懷與交流 

 

18:55~22:55 
泰國曼谷 BKK)→高雄(KHH) 

中華航空 CI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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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泰國國際工業製造週參展情形 

一、 2024泰國國際工業製造週展會 

(一) 展會時間：113 年 6月 19日至 6月 22日 

(二) 展會地點：泰國曼谷國際貿易展覽中心（BITEC） 

(三) 展會介紹 

東南亞最大的國際工業製造展，以汽車零配件展為主軸，聯合相關應用工業共

同展出，包含「泰國國際工廠設備展」、「泰國國際汽車製造暨機械工具展」、

「泰國國際表面處理技術展」、「泰國國際組裝暨自動化機械零組件展」、「泰國

國際塑橡膠工業展」、「泰國國際電子生產設備暨為電子展」、「泰國國際模具暨

設備展」等 7大工業展會。112 年展會計有來自 46國、1,300多家廠商參展，

同期針對電動車、自動化、智慧模具、機器人等議題，舉辦 14場論壇交流會，

總計吸引 68國 92,725人次買家前來看展。依據過往展會成果，4天展會期間

平均規模可吸引超過 92,000名買主及訪客前來參觀 (澳洲、奧地利、比利時、

中國、法國、德國、印尼、印度、日本、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美國、英

國、瑞士、新加坡等)。 

(四) 園區廠商參展情形 

本次展會園區參展廠商共 9 家業者，包含數泓科技、大東樹脂化學、銀泰科

技、上銀科技、喬福材料科技、鈦騰複合材料、車王電子、經登企業、鑽全實

業等 9家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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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參展廠商 

公司名稱 攤位號碼 攤位佈置 

數泓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C15 

 

銀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4A19 

 

大東樹脂化學 

股份有限公司 
4A12 

 

上銀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8K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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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攤位號碼 攤位佈置 

喬福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4A18 

 

鈦騰複合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4A34 

 

車王電子 

股份有限公司 
8L09 

 

經登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9C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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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攤位號碼 攤位佈置 

鑽全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 
1C38 

 

二、 展覽商機洽談 

展會於 6月 19日正式揭幕，為期 4日（6 月 19日至 6月 22日）。為擴大園區

參展廠商參展效益，本局委由金屬中心協助鏈結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泰國汽車

零組件製造商協會（TAPMA）等會員廠商，除辦理臺泰商機媒合會進行一對一商

業洽談外，亦安排會員廠商實際至展攤與參展業者進行商機洽談，透過行前雙方廠

商名單、營業資訊及拓銷需求等資料蒐集，事前依據產業領域及需求進行分組，以

精準媒合雙方廠商實地洽談，期能協助園區廠商尋獲商業合作夥伴或潛在客戶，進

一步拓展泰國市場。 

本次訪團由劉繼傳副局長率團出席展覽，並於展會最後一日持續關懷參展業者

參展情形，與園區廠商交流展會展出成果，並聽取業者參展意見回饋，俾利本局日

後新南向政策規劃之參考，後續將依參團廠商意見持續滾動檢討政策方向及拓銷團

行程活動規劃，期能利用有限資源達到最大計畫效益。 



12 
 

 

圖 1 2024泰國國際工業製造週展會參觀 

  
圖 2與泰國台灣會館主席(右 5)共同觀展       圖 3數泓科技攤位參觀 

  
    圖 4 銀泰科技展攤媒合洽談            圖 5 鈦騰複合材料展攤媒合洽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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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上銀科技攤位參觀交流          圖 7 喬福複合材料攤位參觀交流 

          

     圖 8 大東樹脂化學展攤洽談          圖 9 車王電子展攤交流 

  

      圖 10 經登企業展攤洽談             圖 11 鑽全實業觀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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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訪團參展廠商共 9 家，另有 7 家廠商隨團參與拓銷媒合，透過金屬中心 

協助對接泰國在地公協會資源，促成園區廠商與泰國廠商共 26 家進行媒合洽談，

包含展攤商洽及媒合會交流，促成現場媒合洽談商機約新臺幣 600萬元。本次媒合

交流事宜亦透過鏈結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TTBA）資源，由金屬中心與 TTBA

簽署合作備忘錄（MOU），未來將進一步與泰方進行產業間技術交流、雙邊國際人

才培育、建立國際拓銷管道，期能持續協助園區廠商拓展泰國市場，擴大布局海外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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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參訪行程說明 

一、 6/18（二）鏈結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合作辦理臺泰商機媒合會 

(一) 辦理目的 

1. 協助參團廠商掌握泰國在地市場動態，對接在地臺商以了解當地經商之

方法與心得，並期望未來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能作為園區廠商投資泰

國市場之後援與夥伴。 

2. 事前調查參團廠商拓銷需求，透過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媒合泰國廠商，

促成園區廠商與泰商之實質商業合作，協助臺灣業者尋找在地合作夥伴

或潛在客戶，掌握海外新商機，拓展公司業務並佈局海外市場。 

(二) 辦理時間：9:30～12:00 

(三) 活動地點：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會議室 

(四) 單位介紹 

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鑒於赴泰投資臺商漸多，於民國 81年在曼谷成立，

以團結臺商力量，保障臺商權益。分會分佈泰國 77個府，為旅泰臺商社團

的代表，面臨疫後經濟重建，以及全球供應鏈重整的挑戰，持續協助臺泰

間之工商、金融業之產業發展與營運合作，並提供工商資訊、法律資料、

市場訊息、社會與經濟發展之動向與政策予會員廠商，增進業者知識以順

應社會與經濟調整產業策略。另總會亦代表廠商向泰國及臺灣政府提供意

見，促進臺泰間之商業與經濟實質關係，並積極推動會務，促進會員間團

結互助，透過舉辦會務活動，創造良好工作環境及生活條件，深化對社會

之良性發展。 

(五) 活動議程 

表 2 媒合會議程 

時間 活動內容 講者 

9:30-9:40 報到  

9:40-9:50 貴賓致詞 1. 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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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漢川總會長 

2. 產業園區管理局- 

劉繼傳副局長 

9:50-9:55 貴賓合影及致贈禮品  

9:55-10:55 雙方與會廠商介紹 

1. 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陳漢川總會長 

2. 金屬中心- 

林原誌組長 

3. 隨團廠商各家簡介 

(1) 泰國鼎捷軟件(鼎新電

腦泰國子公司) 

(2) 經登企業 

(3) 靖鎰企業 

(4) 鑽全實業 

(5) 常珅機械 

(6) 華泰電線電纜 

(7) 億曜企業 

(8) 元皓能源 

(9) 賀聯工業 

(10) 上銀科技 

10:55-11:00 茶敘交流  

11:00-12:00 一對一廠商媒合  

(六) 媒合會交流情形 

  

圖 12 園管局劉副局長於媒合會致詞  圖 13 泰國台商總會由陳漢川總會長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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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泰國廠商媒合名單 

序號 公司名稱 產業類別 

1.  
匠威股份有限公司 

資訊、電力、電子電器產品、

LED燈 

2.  阿爾法材料有限公司 工業用膠帶 

3.  MMD JOB Service Co., Ltd. 人力仲介、申請外籍勞工 

4.  凱基證券（泰國）有限公司 提供全方位金融投資 

5.  舒可泰空運有限公司 空運出口報關、快遞 

6.  台金標準模座股份有限公司 鋼鐵、機械、五金 

7.  泰天寶國際有限公司 橡塑膠、塑膠文創 

8.  新技機械有限公司 機器零件銷售、工業皮帶銷售 

9.  
祥益精技股份有限公司 

矽膠、塑膠、多材料結合產品製

造生產 

10.  
HYURONG (Thailand) Co., Ltd. 

工程設計、水電、冷氣設備、機

械安裝 

11.  
Chung Wah Telecom Co., Ltd. 

資訊網路、MES 組裝、ESG 

System 

12.  
S2W Development Co., Ltd. 

工廠太陽能系統、機電配置等相

關工程 

13.  Winbest Industrial (Thailand) Co., 

Ltd. 

塑膠薄膜：PE薄膜、拉伸薄膜、

層壓薄膜 

14.  
大錩精密電眷公司 

汽機車零件、電子、電機、表面

電漆防鏽 

15.  小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監控系統、門禁系統 

16.  上昇股份有限公司 機械五金、橡膠機械、零件銷售 

17.  立陽股份有限公司 建材裝潢、系統傢俱製造 

18.  東正泰股份有限公司 空氣壓縮機生產與銷售服務 

19.  
瀚宇國際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人力仲介管理服務、外勞引進、

派遣 

20.  Q Best Enterprise Co Ltd 塑橡膠、化學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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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參團廠商現場媒合交流熱絡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鑽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經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靖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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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珅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億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元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華泰電線電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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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泰國鼎捷軟件 (鼎新電腦泰國子公司) 

  

(七) 媒合效益 

1. 臺泰商機合作：透過鏈結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合作舉辦臺泰媒合交流

會，除依據廠商產業領域及拓銷需求進行分組洽談，協助尋找在地經銷商

或代理商、商業合作夥伴、觸及潛在客戶以外，亦能與在地臺商交流泰國

投資環境及經商之道，有助我園區廠商掌握泰國市場商機，即早佈局海外

市場，亦或擴大海外投資，現場即促成新臺幣約 600萬元訂單商機洽談。 

2. 建立雙邊商機交流平臺：本次訪團亦促成金屬中心與泰國台灣商會聯合

總會簽署合作備忘錄（MOU），期能持續促進臺灣與泰國雙邊產業技術

交流、跨國產業人才培育、與泰國在地公協會建立實質業務合作平臺，協

助園區廠商掌握泰國市場動態，獲得海外合作夥伴及業務諮詢管道，並能

因應全球化產業趨勢調整產業發展策略，共同追求企業永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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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園區廠商媒合交流會效益統計 

公司 媒合情況 

上銀科技 
共有 5 場次洽談，其中與 1 家廠商上昇股份有限公司討論五金進

口，後續將持續洽談。 

經登企業 
共有 6 場次洽談，其中與 1 家廠商台金標準模座股份有限公司討

論傳感器，後續將持續洽談。 

鑽全實業 
共有 6場次洽談，其中與 1家廠商 HYURONG (Thailand) Co., Ltd.

討論氣動工具，後續將持續洽談。 

靖鎰企業 
共有 7 場次洽談，包含泰國當地通路商，其中有關汽車零組件進

口泰國事宜，後續將持續洽談。 

常珅機械 共有 6場次洽談，其中有 2家機械設備廠商，後續將持續洽談。 

億曜企業 

共有 6 場次洽談，另安排與 TAPMA 會長交流產業應用前景（有

關放電加工技術在塑膠射出成形與 3D列印領域之應用）。雙方表

示將在近期安排進一步商務洽談，探索合作可能性。 

元皓能源 

共有 7 場次洽談，其中有 2 家廠商討論能源需求，另安排與泰國

汽車零組件製造商協會（TAPMA）進行商機洽談，後續將持續討

論未來合作商機。 

華泰電線 
共有 6 場次洽談，另安排透過 TAPMA 會長鏈結汽車零組件會員

廠商，後續將持續洽談。 

鼎新電腦 
共有 6場次洽談，本次特別針與汽車零組件製造商洽談合作商機，

其中已有 2家廠商安排後續洽談。 

賀聯工業 
共有 6 場次洽談，其中與 1 家廠商新技機械有限公司討論金屬加

工設備，後續將持續洽談。 

合計 10家廠商參與媒合交流會，共有 61場次洽談。 

(八) 交流情形及結論 

1. 近年因應美中貿易戰及全球供應鏈產業發展趨勢變化，臺灣企業持續加

碼投資東南亞市場，一方便因應客戶要求，亦強化本身企業之供應鏈韌

性，其中臺灣對泰國之投資於 112年創近十年新高，可見泰國市場對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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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為主要新南向投資市場之一，其投資產業類別又以電子、汽車機械及

金屬原料為主。因此本年度搭配「泰國國際工業製造週」7大工業聯展，

協助參展廠商對接泰國業者，並帶領廠商參團辦理臺泰商機媒合交流會，

透過事前掌握園區廠商拓銷需求，鏈結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計 20家

業者與會，舉辦一對一商務媒合活動，以協助廠商獲得商業合作夥伴或潛

在客戶，更建立日後臺泰拓銷管道，促成雙邊產業實質合作與交流。 

2. 經濟部於 112 年進行組織改造，園管局轄管園區擴增包含科技產業園區

及產業園區，總共有 80個園區，超過 1萬家以上之廠商數，搭載臺灣廠

商之優秀技術實力，輔以泰國既有產業供應鏈及發展趨勢，再鏈結泰國台

灣商會聯合總會在地資源與人脈，相信臺泰雙邊未來合作之商機無限，期

許未來雙邊能持續進行交流互動，掌握現今全球產業變動趨勢，共同促進

產業繁榮發展，更實質帶動企業國際競爭力。 

二、 6/18（二）參訪台虹科技泰國廠 

(一) 單位介紹 

台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86 年，公司專注於綠色節能產品的研

發，提供客戶最值得信賴的先進軟板材料產品（軟性銅箔材料、覆蓋膜、

純膠、補強板、複合板）及創新應用整合服務。台虹科技擁有自主性基礎

配方與精密塗佈兩大核心技術，現為全球前三大，大中華區第一大之軟板

材料供應商。 

109 年台虹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設立，由原研發團隊及半導體專業

人士組成，致力於半導體封裝材料與顯示器封裝材料的開發；並於 110 年

成立台虹綠電股份有限公司，除了再生能源的發展外，透過系統性的能源

盤查與能耗分析，有效提升能源效率與廠區節能技術。111 年台虹科技決

定赴泰國設廠，主要著眼於泰國政府積極推動自由貿易，並設立「泰國 4.0」、

「東部經濟走廊發展計畫」。面對全球供應鏈重組的挑戰，台虹科技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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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的開幕及運營為該集團全球佈局注入新的動力。 

(二) 接待人員 

1. 台虹科技泰國廠：劉玲君總經理、張文誠廠長、丁昱晴副理 

2. 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倪克浩組長、段應萱三等秘書 

(三) 參訪廠商：靖鎰企業、常珅機械、億曜企業、元皓能源、華泰電線電纜、

賀聯工業 

(四) 交流情形及結論 

1. 台虹科技自民國 86 年在高雄設立，98 年成為上市櫃公司，並陸續佈局

海外市場，包括中國大陸、美國、日本及泰國市場，公司產量佔全球第

一，產品應用包含手機、平板、AR/VR、電動車等產業。111年於泰國安

美德春武里工業園區建立基地，投資約新臺幣 10億元，依據發展需要展

開全方位規劃，包括工廠建設、人才招募和培訓及生產計畫等。泰國廠

佔地面積近 4萬 2千平方公尺，是台虹在東南亞的重要生產基地。目前，

第一工廠及辦公大樓已於 112 年底竣工，即投入生產試做，整體產線調

教順利，已於 113年第一季完成正式量產準備，開始為集團貢獻產能。 

2. 台虹科技孫董事長對於台虹海外發展藍圖的擘畫，非常重視公司人才之

培訓及對員工之關懷，協助優秀泰籍員工赴臺灣強化職能訓練，並順應

在地市場之風土民情，於動土及開幕典禮融入泰式宗教文化，更舉辦新

年季活動，凝聚員工間之情誼，辦公大樓旁更建置四面佛像祭祀，充分

感受公司文化導入在地化經營。另公司亦充分運用泰國日照資源，於廠

房屋頂建置太陽能板，追求 ESG營運策略，有效節省電力需求。  

3. 受到美中貿易戰影響，臺灣產業更加劇展開全球佈局，包含東南亞、日

本及歐洲市場等，期透過增設多國據點來強化產業供應鏈韌性，其中東

南亞市場因鄰近臺灣與中國市場，更是許多臺商布局之據點。鑒於泰國

完善之基礎建設，近年更推動泰國 4.0 計畫，透過減稅及提供補助等方

式，吸引各國領先企業投資科技產業，包含電動車、智慧電子、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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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產值農業、食品加工等。未來期望藉由台虹科技成功投資案例及在地

營運經驗，以產業大帶小方式，引領臺灣相關供應鏈企業一同布局泰國

市場，搶先掌握產業新商機。 

  
      圖 14 台虹科技泰國廠               圖 15 訪團與台虹科技團隊交流 

  
圖 16張文誠廠長介紹台虹科技全球布局      圖 17 訪團與台虹科技團隊合影 

  

  圖 18 張文誠廠長介紹台虹科技產品    圖 19 劉玲君總經理與劉副局長(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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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6/18（二）參訪安美德工業園區 

(一) 單位介紹 

安美德集團具備 30年工業區開發經驗，其開發的工業區產值超過泰國

整體 GDP 的 10%，位居泰國工商區開發的領導地位。安美德工業園區位於

泰國曼谷東南方的春武里府，隸屬泰國東部經濟走廊（Eastern Economic 

Corridor, EEC）範疇，園區總面積達 4,000 公頃，為泰國最大的工業園區。

其區內工廠數已超過 1,500個，總勞動人口超過 35萬人。主要進駐企業又

以日商為主，是全球範圍內除日本以外最大的日本企業集中地。 

安美德工業園區位於泰國東部經濟走廊之核心地帶，區內包含世界級

的高爾夫球場、購物中心、學校、銀行、醫院和四星級酒店，距離曼谷市

中心和主要機場、港口僅一個小時的路程（距離曼谷 56公里、距離素旺那

普國際機場 42 公里、具蘭加邦港口 46 公里）。此外，園區內更建造大型

水庫，每日可供水 5,580 萬立方公尺，於旱季時可持續供水 6 個月，亦實

現將所有廢水的 100％再循環利用，減少對自然水資源之需求。另提供電

力、汙水處理、廢棄物處理、網路、環保等配套措施。 

(二) 接待人員： 

1. 安美德集團：邱威功總裁 

2. 安美德集團：Osamu Sudo 首席行銷官 

3. 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倪克浩組長、段應萱三等秘書 

(三) 參訪廠商：靖鎰企業、常珅機械、億曜企業、華泰電線電纜、賀聯工業 

(四) 交流情形及結論 

1. 安美德春武里工業區皆為工業用地，目前土地租購並行，已吸引眾多日商

進駐，包含豐田汽車、本田汽車、日產汽車及普利司通等日商皆已入駐設

廠；其中安美德集團與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投資開發台北智

慧城，現由中興工程顧問、大肚山產業創新基金會與安美德集團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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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園區開發與招商，目前並規劃進行園區道路聯通鄰近交流道施工，未

來亦鄰近高鐵沿線及高鐵站。安美德集團鼓勵臺灣高科技產業及研發中

心進駐，亦可再研議進一步提供投資相關優惠措施。 

2. 本訪團偕園區廠商共同考察工業園區現況，園區面積幅員遼闊，並已有臺

商進駐投資，包含台虹科技、大同、輝創電子、東和工業、立隆電子工業

等，目前尚有廣大土地面積待企業進駐設廠。部分園區土地聯外道路尚處

施工階段，例如台北智慧城周邊道路，雖該地點鄰近泰國政府規劃之高鐵

線，惟目前尚無法確定完工日期，且土地租購成本亦較其他園區高，建議

未來廠商進駐投資可以產業群聚方式洽安美德集團提供投資優惠，並加

速相關基礎設施之完善度。 

  

   圖 20與安美德集團交流園區管理服務     圖 21安美德集團介紹園區發展現況 

  

  圖 22安美德工業區待進駐土地現況   圖 23安美德工業區部分聯外道路尚在開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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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6/19（三）拜會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一) 單位介紹 

我國於民國 64 年 7 月 1 日中止與泰國之外交關係後，為維持與泰國

之實質關係，經與泰方達成協議設立「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駐

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是臺灣政府在泰國的外交代表機構。其主要職責

包括： 

1. 代表臺灣政府：作為臺灣政府在泰國的代表，代表臺灣與泰國進行外交

事務，維護兩國之間的政治和經濟關係。 

2. 促進雙邊合作：積極促進臺灣與泰國之間的各項合作，包括經濟、貿易、

文化、教育和科技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3. 保護臺灣公民：提供領事保護和協助臺灣在泰國的公民，處理緊急情況、

簽證事務和其他領事相關事務。 

4. 推動文化交流：舉辦各種文化交流活動，推廣臺灣文化，增進兩國人民

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 

5. 資訊宣傳：提供有關臺灣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的資訊，向泰

國公眾介紹臺灣的發展和特色。 

(二) 接待人員及與會貴賓 

1. 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張俊福大使 

2. 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倪克浩組長、鈕蓉慈一等秘書、龍步

雲一等秘書、段應萱三等秘書 

(三) 參訪廠商：常珅機械、賀聯工業 

(四) 交流情形及結論 

1. 113 年 5 月泰國政府延長臺灣旅客免簽證，自 5 月 11 日起到 11 月 11 日

赴泰國免簽證，可停留 30天，爰可看出泰國政府對觀光業及經濟成長之

重視。此外，為促進泰國長期經濟發展，自 106年啟動泰國 4.0 政策，將

以新的經濟模式推動目標產業，並輔以租稅優惠措施吸引外商投資進駐，

近期大型企業投資案包含廣達、英業達等。而臺灣對泰國之投資亦逐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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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司統計，112 年臺商在泰國投資較 111 年增加了

6.53 億美元，且泰國官方統計，111、112年臺灣為泰國第 4大外來投資

國家。  

2. 鑒於各國產業逐漸重視對於全球供應鏈韌性之強化，泰國政府亦推動重點

產業政策，聚焦發展東部經濟走廊（EEC），推出相關投資優惠措施以吸

引外資進駐，目前 PCB產業、泰金寶（金仁寶集團子公司）等皆有相關

供應鏈廠商表達欲赴泰國投資設廠意願，惟相關投資優惠政策以支持大

型企業為主，盼能透過臺灣政府力量協助相關供應鏈業者洽談優惠措施。 

3. 泰國產業人才亦為臺商赴外投資面臨難題之一，目前僑委會和教育部皆有

相關計畫推動泰國產學合作，未來期透過技職培訓計畫，補足產業發展人

力缺口。  

  

      圖 24 拜會駐泰國代表處           圖 25 與駐泰國代表處交流訪團議題 

  

圖 26本局劉副局長(右)與駐泰國代表處張俊福大使合影(左圖) 

圖 27本局劉副局長(右)與駐泰國代表處倪克浩組長合影(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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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6/19（三）參訪泰達電子 

(一) 單位介紹 

（台達電子公司）泰達電子於民國 77年成立，原是台達電投資衛星工

廠。108年被台達電子整併泰國子公司「泰達電子」，並於泰國 IPO 掛牌。 

泰達電子是台達電集團最重要的電動車關鍵零組件生產基地，其全球

客戶涵蓋歐洲、美國和日本的主要汽車品牌，包括德國賓士、BMW、福斯

集團、美國福特與特斯拉等，產品包括車用電源轉換器與充電樁、馬達驅

動器和驅動馬達的動力驅動產品，另有車用散熱解決方案及被動元件。前

十大充電營運商，5家都是泰達電子的客戶，總市佔率高達 3成。 

泰達 113 年 3 月 22 日為其於泰國挽蒲工業區新落成的八廠及研發中

心舉行盛大的開幕典禮，擁有完整的先進電動車產品製程，自原料入庫和

儲存，到 SMT（表面黏著）製程、PWBA（組裝電路板）製程、組裝和燒

機，以及出貨前的產品測試流程一應俱全。此次新廠的投資金額近 30億泰

銖，也導入了泰達的高效節能樓宇自動化解決方案及智能製造解決方案，

以提高產線的生產力和品質。 

(二) 接待人員及與會貴賓 

1. 泰達電子：黃啟豪 人資總監、孫婉甄 資深行銷專員 

2. 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段應萱三等秘書 

(三) 參訪廠商：華泰電線電纜有限公司 

(四) 交流情形及結論 

1. 泰達電公司位於泰國自由貿易區內，人資總監分享公司於泰國投資發展

之經驗及泰國投資優勢，強調泰國未來重點發展產業為科技業、綠能產

業、電動車產業等，並肯定當地稅收制度及用地制度完備，另泰籍員工亦

有其可培育之潛力。近期泰國政府為推動國內科技產業發展，不定期會向

產業龍頭代表進行溝通討論，以適時調整產業策略符合產業發展所需，亦

鼓勵產學合作，培育產業所需研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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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參訪泰達電於泰國 5 廠之展示空間，公司已逐步從關鍵零組件製造

商邁入整體節能解決方案提供者，深耕「電源及零組件」、「交通」、「自

動化」與「基礎設施」四大事業範疇，全球布局涵蓋美洲、歐洲及東南亞

地區，總部位於臺灣（工廠據點包含泰國、印度及斯洛伐克等；研發中心

設於臺灣、泰國、印度、德國、美國及英國）；本次展示產品內容包含電

源及系統、電動車動力系統、工業自動化、資通訊及能源基礎設施、視訊

及顯像系統等，透過自行研發自動化設備提供客戶整合解決方案。泰達電

年營收亦逐年成長，113 年營收額達 41億美元。 

3. 泰達電支持政府以大帶小方式推動產業供應鏈海外佈局，匯集相關產業

供應鏈投資需求，以進一步向泰國政府洽談優惠條件，包含租稅優惠、用

地取得等，公司亦表達相關供應鏈廠商確有投資泰國之需求，惟尚缺乏泰

國政府有力之政策支持，致相關業者尚在觀望評估中。 

  
     圖 28 泰達電子電源產品介紹         圖 29 泰達電子互動螢幕應用介紹 

  
      圖 30 訪團與泰達電子合影    圖 31 本局劉副局長(右)與泰達電黃總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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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6/19（三）安排泰國汽車零組件製造商協會（TAPMA）商洽 

(一) 單位介紹 

泰國限制國內組裝車款型式，宣布禁止「整車進口」，並調高「進口組

裝」關稅，作為保護國內汽車產業的手段，在政府要求提升零組件本土生產

比例的措施下，泰國本土的零組件廠商的數量逐步成長，因此成立「泰國汽

車零組件製造商協會」（The Thai Auto-Parts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TAPMA），提供零組件產業整合與發展。 

(二) 接待人員及與會貴賓 

1. 泰國汽車零組件製造商協會（TAPMA）：Sompol Tanadumrongsak 會長、

Anujtha Jaovisidha 秘書長、 Swaek Prakitritanon 副會長、 Yosara 

Limpaitoon 副會長 

(三) 參訪廠商：大東樹脂化學、億曜企業、鼎捷軟件（鼎新電腦泰國子公司）、

元皓能源、靖鎰企業、華泰電線電纜 

(四) 交流情形及結論 

1. TAPMA會員成員來自於汽車零組件產業、汽車表面技術處理及跨國性貿

易公司，透過本訪團行程安排我園區廠商來自汽車、能源、機械等產業與

泰商進行交流洽談，促進雙邊廠商進一步拓展國際合作之可能性，協助園

區廠商尋找商業合作夥伴及潛在商機。 

2. 本次安排參團廠商進行公司介紹及拓銷需求，各家廠商均表示可再進一

步洽談後續合作，包括億曜企業就 3D列印未來應用洽談、靖鎰企業交流

汽車零組件市場趨勢與技術創新、元浩能源有關客製能源解決方案之探

討等，並透過 TAPMA協助轉發園區廠商產品資訊予其會員廠商，期能再

安排後續商機對談。 

3. 透過金屬中心協助對接 TAPMA 建立泰國拓銷溝通平台，透過本次媒合

洽談促進園區廠商觸及潛在客戶或合作夥伴，增加廠商海外曝光度，

TAPMA更對於臺灣企業之創新能力與國際化水準予以肯定與讚賞，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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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能持續透過協會管道，協助園區廠商拓展泰國市場通路。 

  
圖 32、圖 33 參團廠商與泰國汽車零組件製造商協會商業洽談 

 

圖 34 參團廠商與泰國汽車零組件製造商協會合影 

七、 6/20（四）參訪泰國工業園區管理局（IEAT） 

(一) 單位介紹 

泰國工業園區管理局（IEAT）成立於民國 61年，屬國營企業性質自負

盈虧，類似行政法人，負責核准設立工業園區，以促進工業發展及控制工業

污染，直接開發園區外 15處，亦監管民間開發園區 53處。該機構的職責係

制訂工業園區發展之標準，以推動泰國工業園區開發及管理，並完善園區內

必要之基礎設施，以及促進國內外廠商入區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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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接待人員及與會貴賓 

1. 泰國工業園區管理局（IEAT）：Ms. Witchuda Seemakachorn 秘書長、Ms. 

Rakcharin Thonghong行銷總監 

2. 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段應萱三等秘書 

(三) 參訪廠商：常珅機械、賀聯工業、靖鎰企業、億曜企業、元皓能源 

(四) 交流情形及結論 

1. 透過 IEAT 分享泰國工業園區開發情形及管理制度，並詢問未來雙方合作

園區開發之可行性。目前 IEAT 轄下監管園區共 68 個工業園區及 1 個工

業園區碼頭，園區內超過 5,100座工廠，主要產業包含汽車零組件、金屬

製造、電子零組件及設備零件等，累計投資額達 4,770億美元，員工人數

逾 96萬人。目前因應泰國政府推動重點產業政策，園區發展聚焦於 12個

目標產業，包含新一代汽車、智慧電子、醫療觀光、農業與生物科技、食

品加工、機器人、物流、有機能源、數位、醫療產業、國防、教育與人力

資源發展等領域。 

2. IEAT直接開發園區部分，土地主要以出租為主，並提供一站式服務，廠

商申辦案件可以線上方式辦理；另監管園區部分則派員進駐服務，民間園

區需符合 IEAT 制定之相關規定。轄管園區包含一般工業區及自由貿易

區，主要差異係自由貿易區額外提供租稅優惠措施，包含免徵關稅、用於

生產之機器設備及原物料免稅等。目前開發之園區 Smart Park（智慧園工

業園區），預計年底供廠商申請進駐，並提供租金及物業管理費優惠。 

3. 相較於臺灣科技產業園區管理制度，臺灣科技產業園區管理與營運由園

管局為主管機關（政府機關直接管轄園區），園區內提供單一窗口服務，

透過法律授權機制由其他部會單位授權園管局執行，包含勞工安全管理、

工商及企業登記、貿易簽審作業等。IEAT 雖為國營企業屬性，但有其專

屬法律依據，有權准駁私人企業開發申請成為受其監管之工業園區，並提

供線上一站式服務，簽辦相關投資或貿易文件之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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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5 與 IEAT交流園區管理議題           圖 36 訪團與 IEAT 交流會議 

 

                 圖 37 本局劉副局長(右)與 IEAT 秘書長合影 

八、 6/20（四）參訪泰國工業總會（FTI） 

(一) 單位介紹 

泰國工業總會(FTI)為泰國最大工業團體，且為最具代表性產業組織，

FTI會員涵蓋所有知名大型企業及中小企業，也負責提議及擬定泰國產業發

展策略與方向，並直接向泰國政府提出建言，工商業界地位舉足輕重。FTI

現今擁有超過 200 個會員協會，匯聚逾 10,000 家企業會員。該組織的服務

範疇廣泛，主要包含以下內容： 

1. 政策倡導：積極參與國家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優化，為會員企業爭取有利

的經營環境。 

2. 商業配對：促進國內外企業間的合作，組織高效的商業對接活動，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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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鏈的整合與升級。 

3. 專業培訓：針對不同產業的特點和需求，提供客製化的培訓課程，提升

企業人才之專業素質和競爭力。 

4. 諮詢服務：為會員企業提供法律、稅務、市場分析等多方面的專業諮詢，

協助企業應對經營中的各種挑戰。 

5. 國際合作：積極拓展國際交流管道，為泰國企業開拓海外市場，同時吸

引外資投資泰國。 

(二) 接待人員及與會貴賓 

1. 泰國工業總會：Ms. Petcharat Eksangku 副主席、Mr. Teera Kittiteerapornchai

副秘書長 

2. 數位產業會：Mr. Akkarapol Sukta 副主席、數位產業會–Ms. Chalida 

Chansuree委員 

3. 臺中經濟投資院：Mrs. Supanee Chantasasawa 委員、Mr. Voravit 

Chamroenlert 委員 

4. 泰國進出口銀行：Mr. Kittisak Yosthasa協理、Ms. Nongluk Assawanich 協

理、Mr. Dusit Rungpiputanapong經理 

5. 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段應萱三等秘書 

(三) 參訪廠商：常珅機械、賀聯工業、靖鎰企業、億曜企業、元皓能源、華泰

電線電纜 

(四) 交流情形及結論 

1. 本訪團偕同園區廠商參訪 FTI，並於會議中介紹各家廠商產品內容與技術

優勢，與 FTI 共同交流於泰國發展之產業機會與趨勢。本次 FTI 與會成

員來自數位產業、經濟投資及銀行等不同領域代表，為臺灣廠商提供不同

面向之交流意見與未來發展之可能性，並透過 FTI 協助轉發園區廠商資

訊予其他會員廠商參考，期促進未來實質訂單與國際合作。 

2. 本次交流議題包括汽車零組件未來應用、綠色能源未來投資機會、PCB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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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於泰國發展之趨勢等，鑒於泰國屬東協會員國之一，FTI鼓勵臺灣廠商

以泰國為生產基地，透過東協自由貿易協定之租稅優惠措施，強化產品於

全球供應鏈之競爭優勢，另建議廠商應於泰國設有服務中心，以就近服務

在地客戶，且可透過與在地大學合作，推動產學合作進行人才培訓，維持

企業在地之永續經營。 

   

  圖 38 與 FTI交流參團廠商拓銷需求        圖 39 億曜企業介紹公司產品 

   

  圖 40 華泰電線電纜與 FTI業務交流        圖 41 訪團與泰國工業總會合影 

九、 6/20（四）鏈結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與金屬中心簽署合作備忘錄 

(一) 活動目的 

為持續協助我園區廠商拓展泰國市場，建立海外拓銷管道，園管局推動

金屬中心與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TTBA）合作，期能鏈結 TTBA 泰國在

地資源與人脈網絡，搭載法人跨領域研發能量及輔導資源，協助園區廠商拓

展泰國業務與市場通路，強化園區廠商供應鏈韌性，搶攻全球新興市場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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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作備忘錄（MOU）簽署 

1. 簽署人代表： 

(1) 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陳漢川總會長 

(2)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賴永祥執行長 

2. 見證人代表： 

(1) 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薛秀媚公使 

(2)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劉繼傳副局長 

(三) 未來合作效益 

1. 鏈結 TTBA 泰國在地資源與人脈關係，協助我園區廠商建立當地市場企

業形象，推廣園區廠商產品資訊，並依據廠商拓銷需求，媒合商業合作夥

伴或潛在客戶，期促成園區廠商拓展泰國市場。 

2. 透過 TTBA 接洽不同領域之會員廠商，提供有意布局泰國之園區廠商全

方面之投資協助，包含銀行融資需求、在地物流服務、專業人才招募、企

業法律諮詢服務等，未來將透過金屬中心與 TTBA 之合作，推動臺泰產

業間技術交流、國際人才培育、建立國際拓銷管道等議題，促進臺泰雙邊

產業交流與合作，使臺廠更接近目標市場，有效落實「MIT upgrade」策

略。 

 

圖 42 金屬中心與 TTBA簽署合作備忘錄(MOU)，促進臺泰雙邊產業交流 

（見證人為駐泰國代表處薛公使(左)、園管局劉副局長(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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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MOU簽署儀式與會貴賓合影 

十、 6/21（五）參訪東部經濟走廊辦公室（EECO） 

(一) 單位介紹 

「東部經濟走廊」（EEC）為泰國 4.0計畫旗艦項目，EEC 涵蓋東部沿

海北柳（Chachoengsao）、春武里（Chonburi）及羅勇（Rayong）等 3府，

泰國國會 107 年 2 月 29 日通過《東部特別經濟開發區法》，為投資者提供

諸多優惠措施，目前日本企業是該地區的主要投資者（約占 EEC 外商投資

企業總數的 50%），著重投資汽車及零配件產業（汽車組裝、零件和配件）

和電子零組件產業。 

根據泰國經濟特區發展政策委員會的《2017~2021 年東部經濟走廊

（EEC）發展規劃》，推出投資價值約 440億美元的計畫，以提升東部海岸

的「東部經濟走廊」之基礎設施，包括擴建機場、港口設施等，除擴建烏塔

堡（U-Tapao）國際機場和蘭查邦港（Leam Chabong, LCB）深水港口，亦投

資 45億美元興建高鐵，並斥資 115億美元建新市鎮，促進工業現代化發展。 

(二) 接待人員及與會貴賓 

1. 泰國工業總會：Ms. Petcharat Eksangku 副主席、Mr. Teera Kittiteerapornchai

副秘書長 

2. 數位產業會：Mr. Akkarapol Sukta 副主席、數位產業會–Ms. Chal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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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suree委員 

3. 臺中經濟投資院：Mrs. Supanee Chantasasawa 委員、Mr. Voravit 

Chamroenlert 委員 

4. 泰國進出口銀行：Mr. Kittisak Yosthasa協理、Ms. Nongluk Assawanich 協

理、Mr. Dusit Rungpiputanapong經理 

5. 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段應萱三等秘書 

(三) 參訪廠商：常珅機械、賀聯工業、靖鎰企業、億曜企業、元皓能源、華泰

電線電纜 

(四) 交流情形及結論 

1. 東部經濟走廊以 5大領域 12個重點產業為目標，包含醫療、數字、新一

代汽車、綠色經濟及服務等 5大領域，12個重點產業如下表 6。EECO隸

屬於泰國總理，透過委員會審批相關投資許可，相較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

（BOI）可提供更優惠之投資獎勵措施，包含租稅優惠及非租稅優惠措施

（如下表 7）。 

          表 6 東部經濟走廊（EEC）的 12大目標產業（5大領域） 

醫療 數字 新一代汽車 綠色經濟 服務 

醫療及衛生 

保健 

數字產業 新一代汽車 先進農業及生

物科技 

旅遊業 

 先進機器人產

業 

 生物燃料及生

物化學 

工業 

航空及物流產

業 

 智慧電子 

產業 

 食品加工 

產業 

教育發展 

 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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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投資獎勵措施 

 序號 項目 優惠內容 

租

稅

優

惠

措

施 

1 

免 徵 企 業 所 得 稅

（CIT） 
免徵企業所得稅期最高 15年 

2 企業所得稅減免 

1. 針對未獲免徵企業所得稅待遇者，可

提供最高 10年的企業所得稅減免，提

供不超過正常稅率 50％的減免。 

2. 倘所獲免徵企業所得稅年限低於 8年，

則自應納稅日起提供最高 5 年企業所

得稅不超過正常稅率 50％的減免。 

3 
免徵企業所得稅期間

發生虧損事後提列 

自免徵企業所得稅期滿後，提供最高 5年

可提列免徵企業所得稅期間發生之年度

虧損，自淨利潤中扣除。 

4 
可申請資本支出的稅

收減免 

針對未享有免徵或減免企業所得稅待遇

之業者，可申請從淨利潤中扣除最高

70%的資本支出（除折舊資產外），業者

可選擇自取得收入之日起 10年內在特定

一年或數年從淨利潤中扣除該金額。 

5 
交通、用電及用水成

本得雙倍扣除 

倘經 EEC 談判委員會批准，一定期間內

可獲得交通、用電及用水成本雙倍扣除。 

6 
可自營業淨利中扣除

設備安裝或建置費用 

有權自營業淨利中扣除設備安裝或建置

費用的 1-25％（除折舊資產外），惟須在

取得收入日起 10年內提列。 

7 股利收入免徵稅 

經核准的免徵企業所得稅業務所取得的

股利收入在免徵企業所得稅期間得免

稅。這也包括免徵企業所得稅期滿後 6個

月內支付之股利。 

8 

免除商譽費用、版權

及其他權利應納稅所

得額 

EEC 談判委員會可提供最高 5 年免除商

譽費用、版權及其他權利應納稅所得額。 

9 

可提供進口機械設備

免徵關稅優惠待遇 

EEC 談判委員會可提供進口機械設備免

徵關稅優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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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可提供使用於研發之

進口材料免徵關稅優

惠待遇 

EEC 談判委員會可提供使用於研發之進

口材料免徵關稅優惠待遇。 

11 

可提供用於出口目的

之進口原物料及關鍵

材料免徵關稅優惠待

遇 

EEC 談判委員會可提供用於出口目的之

進口原物料及關鍵材料免徵關稅優惠待

遇，惟須符合 EEC 談判委員會規定之條

件、程序及期限。 

12 
可提供進口原物料及

關鍵材料關稅減免 

EEC 秘書長可針對進口原物料及關鍵材

料提供最高 90％之關稅減免，每項減免

期自 EEC 談判委員會批准之施行日起

最長不超過 1年。 

13 

可提供用於復出口

（ re-export）之進口

貨品免徵關稅優惠待

遇 

可提供用於復出口（re-export）之進口貨

品免徵關稅優惠待遇，惟須符合 EEC 談

判委員會規定之條件、程序及期限。 

14 
可提供免徵出口關稅

優惠待遇 

EEC 談判委員會可提供免徵出口關稅優

惠待遇，惟須符合 EEC 談判委員會規定

之條件、程序及期限。 

非

租

稅

優

惠

措

施 

1 特區內土地所有權 
可經 EEC 談判委員會獲取 EEC 內土地

所有權。 

2 公寓所有權 
可經 EEC 談判委員會獲取經營事業及居

住所需之公寓所有權。 

3 外籍員工居住權 

EEC秘書長有權提供 EEC核准企業申請

聘用之外籍專家、企業經理人、專業人士

及其親屬之工作及居住簽證。 

4 
取得EEC工作簽證之

權利 

EEC秘書長有權提供 EEC核准企業申請

聘用之外籍專家、企業經理、專業人士工

作簽證。 

5 外匯交易管制豁免權 

可根據泰國東部經濟走廊政策委員會 

（EEC Policy Committee）公布之條件及

規定，取得外匯管制豁免權。 

6 
使用外幣購買貨品及

勞務之權利 

根據 EEC 政策委員會公布之條件及規

定，EEC 內經營者有權使用外幣支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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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購買之貨品及勞務。 

7 

其他根據國家目標產

業 競 爭 力 增 強 法

（ National 

Competitive 

Enhancement Act for 

Targeted Industries 

Act）可獲取之權利 

符合特定目標產業資格之投資者有權向

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BOI）申請國家競

爭力增強基金（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Enhancement Fund）。 

2. EECO相較於 BOI及 IEAT之差異，BOI係針對創新產業進駐泰國給予獎

勵補助審查，並無管轄相關工業園區，例如台虹科技赴泰投資；IEAT則

為泰國工業部營運的國有企業，其目標是發展及強化工業區和工業港口

之管理，成為戰略生產和服務基地，並擁有必要的基礎設施和設施，僅提

供園區土地及管理費之優惠內容，並無提供相關投資優惠措施，例如安美

德工業區（Amata獲得 IEAT批准開發，刻正推動台北智慧城進行重點招

商）；EECO 則管轄 EEC 內土地範疇，針對泰國重點產業進行招商，並

透過投資優惠措施鼓勵國外廠商進駐落地（永山集團 Yamato 獲 EEC 批

准開發)。 

3. 目前 EEC 內有 35 個特區，包含 28 個工業區及 7 個科技研發區，臺灣符

合重點產業之供應鏈廠商若有集體土地需求，亦可於 EECO劃定範圍內，

擇適當土地申請成為 EEC 經濟特區，此外 EECO可針對個別企業投資情

形提供客製化優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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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東部經濟走廊區域範疇 

  

圖 45本局劉副局長(右)與 EECO副秘書長合影    圖 46訪團與 EECO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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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心得與建議 

(一) 心得 

1. 經濟部自 112 年 9 月組織改造後，園管局轄管園區除原有科技產業園區

外，亦加入產業園區範疇，目前總計 80 個園區，區內廠商數逾 1,300 萬

家，局內服務廠商對象增加，為持續協助園區廠商拓展新南向市場，鑒於

泰國產業發展趨勢逐年成長，臺泰雙邊貿易額亦持續成長，今年度配合

「泰國國際工業製造週」專業展會參展機會，除協助參展廠商對接泰商辦

理商機洽談外，亦邀約園區廠商共同隨團辦理商機媒合會，鏈結泰國在地

產業公協會資源，依據廠商拓銷需求，以一對一精準媒合，促進臺泰商交

流與合作，有效建立日後長期聯繫管道。 

2. 本次與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TTBA）合作辦理商機媒合會，藉由 TTBA

會員廠商多年在地經商經驗及多元領域之會員廠商類別，於媒合會中以

實體方式促成雙邊廠商進行商機洽談及泰國經商交流，相較於網路、電話

等線上方式陌生開發，或僅以展會方式曝光，透過媒合會分組交流，臺泰

雙邊廠商交流熱絡，除了更深入了解各家公司及產品資訊外，亦能掌握在

地產業發展趨勢、投資環境特點、未來應用商機等，現場並實際促成約新

臺幣 600萬訂單洽談，後續亦有業者持續評估泰國布局規劃，如元皓能源

於泰國之分公司 Digibionic Lifestyle (Thailand) Co., Ltd.，即針對助聽器市

場於曼谷開設第 6家分店，並與泰國汽車零組件製造商協會（TAPMA）

持續討論後續合作商機。 

3. 透過參訪台虹科技泰國廠與泰達電子（台達電子公司），除關懷園區廠商

泰國投資營運情形及未來布局規劃外，亦透過臺商在地投資經驗分享，與

隨團廠商交流泰國產業發展趨勢及當地風土民情，有助於隨團廠商掌握

投資環境概況，以進一步評估泰國業務拓展規劃。台虹科技及泰達電子均

肯定泰國投資環境適合作為新南向業務拓展據點，相關投資優勢包含泰

國政府之產業政策支持、園區基礎設施完善、泰籍員工之勤奮及具可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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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力等，並支持臺灣政府一同攜手臺灣優勢產業，以產業群聚方式共同推

動產業海外布局，爭取相關投資優惠措施。 

4. 因應經濟部推動「境外關內」新政策理念，本次亦規劃參訪安美德工業園

區、泰國工業園區管理局（IEAT）、泰國東部經濟走廊辦公室（EEC）等

園區開發及管理相關單位，以瞭解泰國園區概況及相關投資獎勵措施，並

拜會駐泰國代表處，蒐集泰國產業發展動態資訊及臺商投資情形。目前已

有泰金寶、泰達電等產業領頭羊，均表達其產業相關供應鏈廠商有意投資

泰國，期盼透過政府力量與泰國政府洽談相關優惠投資條件，增強業者投

資信心，強化全球供應鏈韌性，促進臺泰雙邊產業繁榮發展。 

5. 泰國政府積極推動泰國 4.0計畫，尤其針對東部經濟走廊（EEC）聚焦發

展 12 項重點產業，且東部經濟走廊辦公室（EECO）係直接隸屬於泰國

總理，有利於跨部會溝通協調，加速處理投資案件相關事宜。另 EECO亦

表示若有產業群聚共同投資，可再進一步洽談投資區域與相關優惠措施，

輔以泰國穩定之水電供應（泰國電力穩定且可供出口），未來泰國勢必作

為臺商布局新南向市場之首要考量據點之一。 

(二) 建議 

1. 有關臺泰商機媒合交流會辦理情形，加計「泰國國際工業製造週」展攤商

機洽談安排，總計有 26家泰商參與媒合交流，雖活動現場交流熱絡，各

家廠商均有機會介紹自家產品增加曝光度，並初步交流未來合作之可能

性，惟仍因時間有限而無法有更深入之業務合作洽談，致無法有立即性之

實際訂單。因此，建議未來海外商機媒合作業，可再加入事前線上媒合洽

談，初步依據園區廠商拓銷需求，安排會前分組業務交流，以事先掌握雙

方合作或交易需求，再於實體媒合會上進一步確認可行之合作模式或實

際訂單內容，將有助於提升整體海外拓銷成效。 

2. 本次參團廠商名單包含汽車、能源、機械、金屬製造及軟體服務等不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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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領域之業者，為確實兼顧各家廠商拓銷需求，爰安排對接泰國台灣商會

聯合總會（TTBA）、泰國工業總會（FTI）等產業公協會，以及泰國工業

園區管理局（IEAT）及東部經濟走廊辦公室（EECO）等不同園區管理及

招商單位，期能協助廠商觸及相應領域之泰國業者，並進行精準媒合與商

機洽談。惟因行程時間有限，尚無法針對個別廠商安排單一參訪行程，爰

建議未來參訪團規劃可再強化聚焦產業領域，搭配專業展會屬性邀約園

區相同領域之業者參團，讓參訪行程更貼近隨團廠商之客製化需求。亦或

拉長訪團行前作業時間，請隨團業者提出明確之參訪對象與交流議題，俾

利事前對接當地參訪對象及規劃參訪內容，讓參訪行程增加更多不同選

項，以提升媒合精準度，擴大整體參訪效益。 

3. 為有效利用有限之參訪時間，豐富參訪行程內容，並提升訪團出團效益，

本次 6天行程安排除舉辦商機媒合交流外，亦參訪園區開發商、園區管理

單位、園區招商單位、產業公協會及臺商泰國廠區，致本次訪團行程多元、

內容豐富，確實蒐集許多泰國市場動態資訊、投資環境及園區發展政策，

有助於隨團廠商評估未來業務拓點，作為日後我國優勢產業供應鏈全球

布局參考，亦可供園管局納入未來政策規劃方向參考。惟建議未來亦可減

少參訪行程，讓各參訪行程能更聚焦且深入地探討交流議題，例如本次安

美德工業園區參訪即因時間有限，致無法安排園區詳細導覽與參觀，未來

可考慮增加參訪交流停留時間，兼顧訪團之參訪深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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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附件 

一、 團員名單 

序 單位名稱 姓名 職稱 

1.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 劉繼傳 副局長 

2.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 吳淑芳 副組長 

3.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 楊淑華 科長 

4.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 廖軒敏 科員 

5.  
大東樹脂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施元裕 經理 

6.  蘇培鈞 經理 

7.  數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謝豐鈴 業務經理 

8.  銀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阮思穎 行銷專員 

9.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健偉 副課長 

10.  喬福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姚采薇 行銷專員 

11.  鈦騰複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吳柏勳 業務代表 

12.  車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許雅芬 行銷專員 

13.  

經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秉男 總經理 

14.  陳聖文 自動化工程師 

15.  黃雨婷 業務代表 

16.  

鑽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博政 行銷總監 

17.  劉孟霆  溝通行銷總監 

18.  許景龍 業務經理 

19.  靖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卓志銘 總經理 

20.  常珅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陳暐叡 總經理 

21.  億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賴建佑 國外業務 

22.  
元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吳志賢 董事長 

23.  葉宭蘅 區域經理 

24.  華泰電線電纜有限公司 許恒豪 副總經理 

25.  陳仁斌 副總經理 

26.  賀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俊豪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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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李志濤 經理 

28.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賴永祥 執行長 

29.  林恒育 處長 

30.  吳永成 副處長 

31.  林原誌 組長 

32.  鄭文銘 專案經理 

33.  黃虹禎 專案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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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媒體露出 

本次泰國拓銷及商機媒合團，除經濟部網頁有本團報導外，相關網路媒體亦有報

導露出，包含經濟日報、NOWnews今日新聞、台灣好報、工商時報、中時新聞網、

今傳媒、新唐人亞太電視台、聚財網、全國大小事新聞網等多家媒體報導。彙整新聞

露出及摘錄列舉如下： 

產業園區管理局攜手園區廠商到泰國探新路 

2024/06/24 NOWnews 今日新聞  黃守作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於日前，籌組園區 16 家廠商，到泰國參加 2024 泰國國際工業

製造週展會，並與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TTBA)、泰國工業總會(FTI)等公協會，進

行台泰商機洽談，以建立台泰雙邊經貿夥伴關係，同時為雙邊廠商創造更多新商機。 

產業園區管理局副局長劉繼傳表示，產業園區管理局為深化與友善國家之經貿合作，

乃籌組訪問團，除深化與泰國商機媒合外，還拜會泰國工業部工業園區管理局，並參

訪泰國最大工業區安美德工業園區、泰國東部經濟走廊(EEC)，以及赴泰國投資台商

─台虹科技與泰達電子(台達電子公司)等，以深入瞭解當地投資環境，掌握該國園區

運營模式與發展潛力，以作為日後我國優勢產業供應鏈全球布局參考。 

劉繼傳說，此次行程重點是參加 2024 泰國國際工業製造週展會，該展會為東南亞最

大的國際工業製造展，以汽車零配件展為主軸，2023年展會計有來自 46國、1300多

家廠商參展，同期針對電動車、自動化、智慧模具、機器人等議題，舉辦 14 場論壇

交流會，總計吸引 68國 92725人次買家前來看展。 

劉繼傳指出，此次希望協助園區廠商拓展新南向市場，並落實經濟部新政策核心理念，

強化我國產業之重要角色和影響力，除協助園區廠商參展外，還針對參展業者之拓銷

需求，安排與泰國在地廠商進行商業洽談，經協助對接泰國在地廠商 26 家，並促成

現場 600萬元訂單洽談。 

劉繼傳並指出，為促進台泰雙方經貿交流合作，實現互利共贏，此次活動也在產業園

區管理局與駐泰代表處共同見證下，由我國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執行長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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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祥與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簽署合作備忘錄(MOU)，備忘錄內容包含產業間技術交

流、國際人才培育、建立國際拓銷管道等議題，將促進台泰雙邊產業交流與合作，使

台廠更接近目標市場，有效落實「MIT upgrade」策略。 

 

園管局攜手廠商赴泰探新路 挖掘新商機 

2024/06/22 經濟日報 王聰橋 

為深化與友善國家的經貿合作，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籌組園區 16 家廠商赴泰國參

加「2024泰國國際工業製造週展會」，並與泰國臺灣商會聯合總會(TTBA)、泰國工業

總會(FTI)等公協會進行臺泰商機洽談，不僅建立臺泰雙邊經貿夥伴關係，同時為雙邊

廠商創造更多新商機。 

園管局副局長劉繼傳表示，本訪問團除深化與泰國商機媒合，還拜會泰國工業部工業

園區管理局，並參訪泰國最大工業區「安美德工業園區」、泰國東部經濟走廊(EEC)，

以及赴泰國投資臺商-台虹科技與泰達電子(台達電子公司)等，深入瞭解當地投資環

境，掌握該國園區運營模式與發展潛力，作為日後我國優勢產業供應鏈全球布局參考，

希望協助園區廠商拓展新南向市場，並落實經濟部新政策核心理念，強化臺灣產業的

重要角色和影響力。 

本次行程重點是參加「2024泰國國際工業製造週展會」，該展為東南亞最大的國際工

業製造展，以汽車零配件展為主軸。2023 年展會計有來自 46 國、1,300 多家廠商參

展，同期針對電動車、自動化、智慧模具、機器人等議題，舉辦 14場論壇交流會，

總計吸引 68國 92,725 人次買家前來看展。 

園管局表示，本團除協助園區廠商參展，還針對參展業者的拓銷需求，安排與泰國在

地廠商進行商業洽談，協助對接泰國在地廠商 26 家，並促成現場 600 萬元訂單洽談。

此外，為促進臺泰雙方經貿交流合作，實現互利共贏，本次活動也在園管局與駐泰代

表處共同見證下，由我國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與泰國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簽

署合作備忘錄(MOU)，備忘錄內容包含產業間技術交流、國際人才培育、建立國際拓

銷管道等議題，將促進臺泰雙邊產業交流與合作，使臺廠更接近目標市場，有效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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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 upgrade」策略。 

 

園管局攜手廠商赴泰探新路 挖掘新商機 

2024/06/21 台灣好報 王雯玲 

為深化與友善國家之經貿合作，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園管局）籌組園區

16家廠商赴泰國參加「2024泰國國際工業製造週展會」，並與泰國臺灣商會聯合總會

（TTBA）、泰國工業總會（FTI）等公協會進行臺泰商機洽談，不僅建立臺泰雙邊經

貿夥伴關係，同時為雙邊廠商創造更多新商機。 

園管局副局長劉繼傳表示，本訪問團除深化與泰國商機媒合外，還拜會泰國工業部工

業園區管理局，並參訪泰國最大工業區「安美德工業園區」、泰國東部經濟走廊（EEC），

以及赴泰國投資臺商–台虹科技與泰達電子（台達電子公司）等，深入瞭解當地投資

環境，掌握該國園區運營模式與發展潛力，以作為日後我國優勢產業供應鏈全球布局

參考，希望協助園區廠商拓展新南向市場，並落實經濟部新政策核心理念，強化臺灣

產業之重要角色和影響力。 

本次行程重點是參加「2024泰國國際工業製造週展會」，為東南亞最大的國際工業製

造展，以汽車零配件展為主軸。2023 年展會計有來自 46 國、1,300 多家廠商參展，

同期針對電動車、自動化、智慧模具、機器人等議題，舉辦 14場論壇交流會，總計

吸引 68國 92,725人次買家前來看展。 

園管局表示，本團除協助園區廠商參展外，還針對參展業者之拓銷需求，安排與泰國

在地廠商進行商業洽談，協助對接泰國在地廠商 26 家，並促成現場 600 萬元訂單洽

談。此外，為促進臺泰雙方經貿交流合作，實現互利共贏，本次活動也在園管局與駐

泰代表處共同見證下，由我國「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與泰國「臺灣商會

聯合總會」簽署合作備忘錄（MOU），備忘錄內容包含產業間技術交流、國際人才培

育、建立國際拓銷管道等議題，將促進臺泰雙邊產業交流與合作，使臺廠更接近目標

市場，有效落實「MIT upgrade」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