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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外資審查機制變革
對我國當前作法之建議

盧鈺雯／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分析師

自2015年以來全球投資政策漸呈二元化發展，已開發國家加強國安審查，而開發中國家則

採取開放的態度。在美中貿易戰及疫情後，更有許多國家持續加強對外商投資核心技術及敏感性

產業的審查。此等作法值得我國政府作為借鏡，期在引資與維護國家安全之間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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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統計顯示（見附表），雖然在 2008年

金融海嘯後利於外人投資措施的比重有下滑的現

象，但整體而言，在 2015年以前，全球國家對

於投資制度的調整仍以開放為主流，朝有利於吸

引外人投資的方向發展，利於外人投資措施的比

重幾乎達 70%以上，顯示全球所採取的投資政

策及措施普遍對外資較為友善。

不過，隨著中國大陸企業逐漸壯大，加上

中國政府的政策與資金支持，促使中資企業在

海外大肆併購，為了是要取得歐美等先進國家

的關鍵技術與其市場，惟此舉引起被投資國政

府的高度關注。因此，自已開發國家逐漸意識

到中國大陸併購高科技公司可能產生的國安問

題後，外資監管措施逐漸趨嚴，致使近年全球

為
使臺灣可在自由開放的外資政策與健全完

善的國家安全審查機制間取得平衡，本文

首先就目前全球外資監管措施調整變化進行分

析，再針對北美（美國、加拿大）、歐盟與其他

歐洲家（德國、英國），及亞太地區國家（澳大

利亞、日本）之投資管理規定進行研析，以提供

政府後續進行投資審查機制改革之參考，期能透

過審查機制的改善，創造國內優質的投資環境，

吸引更多外商來臺投資。

全球外資監管措施調整變化

為發揮外人投資帶動經濟成長效益，全球

外資監管措施過去普遍朝有利於投資的方向調

整。根據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