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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具備優越  ICT研發技術、高效率製造能

量、靈活有彈性的臺灣企業，若再加上政府

持續優化國內投資環境，將可大幅提高臺灣

對跨國企業之吸引力。

外商來臺投資產業的變化

從近年僑外來臺投資之重大投資案件

可觀察到，外商對臺灣投資產業有轉向新

興產業的趨勢，包括離岸風電、電動車、新

技術研發等領域。由2017年及2018年上半

年外人來臺投資之重要投資案例可知（見表

1），我國新興產業已成為外商投資的重點

之一。以科技業為例，2018年上半年國際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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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科技研究顧問機構Gartner曾於2017

年10月提出未來十大策略性科技趨勢將

圍繞在智慧（Intelligent）、數位（Digital）

及網格（Mesh）等三大領域，其將結合出各

式各樣的智慧服務，有助企業提升競爭力。

在此新科技趨勢的驅動下，新興產業及領域

之經營模式將更強調少量多樣、客製化，加

之新科技及新設備的發展，跨國企業投資布

局的模式與決策將不同以往，低勞工成本將

不再是決定生產基地的主要考量因素。換言

之，對跨國企業之全球布局而言，藉由新科

技的發展，少量多樣的彈性化生產、品質管

控的提升與軟硬整合的服務將更顯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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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科技公司，如Google、微軟、IBM、Insilico 

Medicine等國際大廠，紛紛來臺設立「人工智

慧（AI）」研發中心，並將擴大在臺徵才。

如Google表示，臺灣具備所有Google發展AI的

必要條件，即軟體、硬體及基礎建設。由此顯

示，臺灣累積多年的科技能量及人才，不僅讓

臺灣的科技發展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亦成為

吸引外商來臺投資的關鍵因素。

表1删2017年及2018年重要外商來臺投資案例（列舉）

國外投資人 投資目的/效益

Google

‧ 2017年Google藉由增資，取得之研發、檢測服務人力，深耕在臺發展業務； 
‧  協助宏達電公司解決營運虧損問題，同時獲取資金挹注，得以擴大投入VR、AR、AI等新興技術業務研發動能，
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發展。

‧  為了結合Google全球「AI First」的理念，並引領臺灣趕上這波AI風潮、邁向更加數位化的未來，Google決定擴大
在臺的研發力道、廣納臺灣人才，正式宣布在臺灣啟動「Google智慧臺灣計畫（Intelligent Taiwan）」；

‧ 2018年將在臺灣聘雇300人，並培育5,000名AI人才。

GOGORO 

‧  2017年GOGORO透過第三輪募資吸引國際著名私募基金包括新加坡淡馬錫、日商住友商事、法國ENGIE集團及
美國前副總統高爾創立GENERATION投資基金；

‧  本次增資後，加強在臺發展業務，持續投入研發、銷售創新之電動車輛，包括車輛、傳動系統、電動電池系統、
配件及相關產品，透過科技創新、都會交通與永續能源整合創造臺灣自有品牌，擁有領軍國際實力。

微軟
（Microsoft）

‧  2018年1月宣布在臺成立AI研發中心，除了臺灣之外，微軟目前並沒有在全球其他國家成立相關研發中心的計
劃。臺灣是第一，目前也是唯一；

‧潛藏在臺灣校園的未來AI人才，是重要的培訓目標；
‧  微軟在臺AI研發中心更著重於AI的產業垂直整合。其將內部AI技術開放給外部單位，透過與標竿企業合作，了解

AI應用需求，協助運用AI進行轉型。

‧ 2018年3月宣布，將在臺投資3,400萬美元成立研發中心，未來2年將聘雇100人，5年內新聘人力將達200人。

亞馬遜
（Amazon）

‧  2018年1月全球電商龍頭亞馬遜旗下亞馬遜雲端服務Amazon Web Service宣布投資成立在臺第一座聯合創新中
心，並將與新北市政府簽署聯合創新中心合作備忘錄；

‧看好臺灣人才、在地需求成長等誘因，將攜手夥伴在臺打造旗下第一個聯合創新中心。

IBM

‧  2018年3月IBM表示將擴大在臺研發中心，鎖定AI、區塊鏈技術和雲端運算等業務，5年內目標招募超過200人的
AI研發團隊，同時目前正在臺灣成立雲端研究實驗室；

‧  未來聚焦AI技術研究及產業應用開發，包括SwiftKey中文智能輸入、使用者意圖認知（Audience Intent 
Recognition）、AI垂直產業應用等三大AI項目，推動臺灣「產業AI化」，打造臺灣的AI生態體系。

資料來源：投審會、本文整理各大新聞網。

人才、政策及隱私權保護措施為外

商來臺關鍵

由各家企業及富比士公開揭露之訊息可

知，國際知名科技公司來臺設立AI研發中心

之主要原因有三：

一為「人才」，主要在於臺灣大專院校

每年訓練大量的理工領域畢業生，加以豐沛

的工程師人才，有利於發展AI等新興產業。

如微軟表示，第1年預計召聘50人，其中60%

將從臺灣的大學找人才。

二為「政府政策的支持」，新政府上

任後積極推動物聯網、智慧機械等計畫，同

時也協助企業在臺招募人才，例如行政院提

出的「優化新創事業投資環境行動方案」、

「臺灣AI行動計畫」（2018-2021）等，皆凸

顯政府發展新興產業的決心。

三為「資料隱私權有保障」，雖然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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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亦有相關政策支持且人力更便宜，但其

政府要求外國公司必須將數據資料存在中國

大陸境內，且必須配合政府要求而提供相關

資料，隱私權堪慮；相對於中國大陸，臺灣

在隱私權方面給予企業較大自由，對外商企

業較有保障。

由此可知，人才、政策及隱私權保障為

臺灣吸引許多國際知名科技大廠進駐的主要

原因，預期在這些企業的帶領之下，可以吸

引更多的外商來臺設立研發中心。據經濟部

表示，截至2018年4月已有46家國際知名企業

來臺設立62個研發中心，帶動至少600億新臺

幣的投資，有助於推動臺灣成為全球重要的

研發島。

臺灣未來重點招商對象建議

雖然臺灣具備吸引新興產業外資的有

利條件，尤其是科技產業，但為使臺灣能在

全球資金競逐賽中脫穎而出，政府仍須主動

出擊，對外招商攬才。因此，2018年初經濟

部啟動「投資臺灣事務所」計畫，希望將原

有招商體系進行徹底轉型。「投資臺灣事務

所」為一結合國內、海外資源的招商單位，

其中國內是由招商中心、經濟部投審會、投

資業務處，整合為「三位一體」的一條龍服

務單位；國外則從我國60個駐外使館選出最

具招商效益的24個外館，成為「投資臺灣

事務所」的海外分所，指派專人負責招商攬

才工作。「投資臺灣事務所」將鎖定全球千

大跨國企業、前五百大高科技公司、臺灣前

一千大上市櫃公司及全世界主要的私募基金

與創投等，密集接觸，並鎖定5+2產業做為

招商重點。

據此，本文從2017年5月《富比士》發布

之「2017年全球上市公司2000大」的前1000

大上市公司名單中，統計屬於臺灣重點招商

國家及產業（即5+2產業）之企業數（見表

2），以呈現當前主要招商對象之地理與產業

分布概況。篩選結果共計有209家企業，以

美國企業最多，達95家，主要集中於「生技

醫藥」、「亞洲．矽谷」、「智慧機械」、

「綜合性產業」；日本企業達38家次之，主

要分布在「智慧機械」、「綜合性產業」、

「亞洲．矽谷」。排名第3-5位的國家皆為

歐洲國家，依序為法國、德國及英國，其中

法國以「亞洲．矽谷」、「國防」、「綜合

性產業」相關產業之企業較多；德國企業則

主要分布於「綜合性產業」；至於英國則以

「亞洲．矽谷」及「生技醫藥」企業較多。

由於《富比士》「全球上市公司2000

大」榜單是根據企業的營收、利潤、資產和

市值等四大指標進行綜合評比（四項指標採

相同權重）後，所評出的全球規模最大、最

具實力的上市公司。而由前述統計結果顯

示，各個國家具備不同的優勢領域，未來招

商單位需針對個別國家、招商對象擬定差異

化的招商策略，才能提高外商來臺投資的可

能性，進而藉由雙方的優勢互補，協助臺灣

企業掌握新世代產業發展契機，為臺灣經濟

注入新的成長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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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重點招商國家及產業分布─以《富比士》全球上市公司前1000大為分析對象
單位：家

地區別/產業別 亞洲．矽谷 智慧機械 生技醫藥 國防 循環經濟 綜合性產業 總計

總計 67 30 46 12 3 51 209

美國 29 12 34 6 2 12 95

日本 9 13 3 13 38

法國 4 1 2 3 1 4 15

德國 2 2 8 12

英國 3 1 3 2 2 11

韓國 3 3 1 3 10

印度 5 2 7

香港 3 4 7

加拿大 4 1 5

荷蘭 2 1 3

澳大利亞 1 1 2

印尼 1 1

以色列 1 1

馬來西亞 1 1

新加坡 1 1

註：綜合性產業表同時涉及亞洲矽谷、綠能、智慧機械等領域。淡灰底表企業家數在5家以上者。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優化臺灣投資環境之策略與作法

展望未來，為迎接跨國新興產業企業來

臺投資，臺灣政府可從資金面、人才面及產

業政策面著手，優化我國投資環境。

資金面部分，綜觀全球投資模式與資金

來源趨勢，可以發現創投基金等機構型投資

人已成為全球投資的主要動力之一。後續應

強化對於機構型投資人之招商，以協助眾多

優秀的新創公司取得國際資金，創造出估值

達10億美元以上的獨角獸公司。

人才面部分，為吸引新興產業跨國企業

來臺投資，人才將是重要的成功關鍵。目前

政府已實施「創業家簽證」（Entrepreneur 

Visa）、修正〈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

法〉，並提出〈新經濟移民法〉草案，期望

藉由法規的制定與鬆綁，使臺灣工作環境更

加友善。後續可借鏡新加坡、香港等吸引國

際人才之經驗，為臺灣新興產業招募全球優

秀人才創造有利條件。

產業政策面方面，隨著科技日新月異，

新產品及新服務推陳出新的速度很快，如何

在保護消費者安全（即資訊安全）及給予廠

商開創新產品/服務空間取得平衡，是臺灣

打造華人優質生活實驗基地，產業跨入新興

應用領域之重要關鍵。建議可加速建置例如

智慧城市等解決方案之試驗場域，與相關法

規、制度之鬆綁，以促進跨國企業與本地業

者、學研機構展開合作，進而建構完善的產

業生態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