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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會議名稱：工程產業全球化平臺第 5 次會議 

貳、會議時間：105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參、會議地點：本會第 1 會議室 

肆、主 持 人：許主任委員俊逸 

伍、出列席人員：（如後附簽到表）                    記錄：黃雅娟 

陸、會議緣由： 

本會研提之「工程產業全球化推動方案（政策白皮書）」前於 103

年 6 月 16 日奉行政院核定，歷經 1 年餘之推動執行後，為盤點業界

實際需求，由外而內蒐集議題，於 104 年 10 月 28 日辦理「工程產業

全球化全國會議」，與產業界共謀對策並檢討可行方案與人流、金流

、資訊流等輔導措施，依據會議結論檢討修訂政策白皮書內容。 

修正之白皮書業經行政院 105 年 2 月 1 日核定，依本方案第拾壹

點「管制考核」，該方案係由各主（協）辦機關負責推動辦理各相關

策略，並由本會列管及協調，適時於工程產業全球化平臺報告執行情

形，必要時報行政院核備，爰彙整各部會現階段辦理情形，召開第 5

次會議，說明各項策略推動情形及五大旗艦團隊籌組狀況。 

另針對我商於海外承攬案件時，需留意當地稅賦課徵情形，特別

邀請財政部協助說明我國與外國所簽訂之租稅協定內容，避免我商及

員工遭重複課稅，以降低稅賦成本。 

柒、議題討論發言意見： 

一、 報告事項一：政策白皮書各項目標及策略之辦理情形 

(一) 工程會說明及簡報：略。 

(二) 工程會： 

感謝各部會協助執行推動「工程產業全球化推動方案(政策白

皮書)」各項策略及措施，白皮書自行政院 2 月 1 日核定迄今約 3

個月，目前各項目標、策略及相關措施，刻由各相關部會執行中，

目前亦有初步成果，後續工程會將依管考期程追蹤辦理情形，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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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協助產業界。 

(三) 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1. 目前臺灣有 1 萬 7 千多家營造廠，其中甲級有 2,499 家，資本額大

於新臺幣(下同)20 億元只有 12 家，以這種規模要走出臺灣，確實

很困難。且臺灣在國際上的工程優勢已急速喪失，甚至也逐漸落

後新興國家(如泰國、馬來西亞等)，例如營造業中具國際經驗的工

程老兵逐漸凋零、政府財政困難、外交受限、援外經驗劇減及國

內金融機構行為保守等。 

2. 近年國內公共工程預算約 2 千億元，工程產業若不走出去，恐面

臨重大生存危機。國內工程產業不乏在一帶一路市場有佈點足跡

，包括東南亞的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及沙烏地阿拉伯、印度

、哈薩克等國，由於國內工程市場規模太小，僧多粥少，積極開

拓海外市場商機，刻不容緩。 

3. 臺灣營造業要走出去，仍需政府與各機關協助，例如營造產業赴

海外發展之融資取得(工程融資、銀行履保)、國際工程商機資訊的

蒐集、稅務法規及優惠措施、外語與合約人才培訓等，始能提升

營造業國際競爭能力及拓展海外市場。 

(四)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有關營造公會所提問題，財政部已成立聯貸平臺，並由中國

輸出入銀行擔任窗口，擴大聯貸資金規模。另外中國輸出入銀行

同步增加資本額，增加融資能量，同時亦爭取非中小企業 5,000

億元貸款，在不修改銀行法的前提下，儘量滿足業者融資需要。 

(五) 本會顏副主任委員： 

營造業拓展海外市場，可結合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及相關設備

廠商爭取標案。另營建署刻積極爭取自 106 年起編列 4 年 6,000

萬元預算，補助營造業及建築師事務所海外拓點，屆時營造業可

單獨申請。而工程會自去(104)年開始補助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海外

拓點，營造業可以與顧問公司策略聯盟方式向工程會提出申請，

目前已有受補助廠商取得拓點市場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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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交通部國工局國道一號五楊段拓寬工程已獲亞洲土木工程聯

盟(ACECC)2016 年傑出土木工程大獎，此為亞洲土木界的盛事，

土木水利工程學會以非官方組織積極參與國際組織，成效卓越，

與其他亞洲國家，如日、韓等關係友好，未來將盡力促成跨國合

作。 

決議： 

(一) 洽悉，同意備查。 

(二) 感謝各部會的努力及合作，目前工程產業全球化的推動已有初步

成果，請主辦單位定期簽報行政院，並持續落實管考各項策略及

具體措施。 

(三) 依據 104 年 10 月 28 日「工程產業全球化全國會議」決議，檢討

修訂之政策白皮書，業經行政院 105 年 2 月 1 日核定，各項目標

及策略之管考機制，除定期更新辦理情形外，並依下列頻率召開

檢討會議: 

1. 每季由工程產業全球化專案辦公室召開跨產業策略聯盟會議。 

2. 每半年由工程會召開跨部會平臺會議。 

(四) 針對產業界所遭遇之困難問題及建言事項，除請相關業管單位積

極處理，並由工程會追蹤管考辦理情形外，將適時列入上開會議

議題，邀集相關單位及專家學者進行研商，共同尋求解決對策。 

 

二、 報告事項二：5 大旗艦團隊籌組情形 

(一) 經濟部、環保署及交通部說明及簡報：略。 

(二) 工程會： 

1. 感謝各主政部會的協助，半年前開始籌組旗艦團隊時，因經濟部於

產業輔導上較有經驗，籌組情形較為順利外，其他部會則屬較具挑

戰性的工作。惟經半年後再度檢視，各旗艦團隊籌組進度皆有初步

成果。 

2. 就電廠部分，簡報所提領頭羊為台朔重工，惟中鼎公司亦曾提及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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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擔任電廠部分的領頭羊，建議經濟部可再與中鼎公司接洽。中鼎

公司於電廠每年得標有達上百億元之案件，前曾反映希望政府能協

助下游廠商，進入業主合格供應商清單，俾利帶動下游業者輸出。 

3. 有關環保署提出之待協助事項，於海外商機資訊蒐集部分，目前外

交部及經濟部提供之商情除轉知相關公協會外，會依案件屬性轉給

相關部會參考運用，後續亦會持續將環保有關之案件資訊轉知環保

署。另有關金融協助的聯絡窗口，會後將提供環保署。同時建議環

保署應先洽廠商找出領頭羊，例如中油或中鼎公司均曾表達加入意

願。目前本會補助廠商海外拓點計畫中，有以土壤污染防治的廠商

申請，建議加強橫向聯繫以暢通相關資訊。 

4. 感謝高公局的協助，ETC 旗艦團隊已籌組完成。另業者與國外互動

後發現，需要系統、設備及 IT 等方面的技術人力，也需要具備交通

管理與規劃專長的人力，而此方面人才多集中在公部門，爰業者請

政府協助提供專業人才，建議高公局可依白皮書核定內容，必要時

研析相關人事法規將人力釋出借調到私部門，協助業者拓展海外市

場。 

5. 至於都會捷運部分，因其特性於短期內較難完成籌組團隊，目前多

以個別廠商利用其優勢技術與海外業者結合，建議可向廠商加強宣

導籌組策略聯盟，並提供業者所需商機資訊。 

(三) 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1. 公會曾建議有關拓點補助的對象，透過要點修正讓營造業單獨提出

申請，而非聯合技師事務所或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在此感謝內政部

爭取自 106 年起編列 4 年 6,000 萬元預算，補助營造業及建築師事

務所海外拓點，以及工程會積極協助輔導。 

2. 另最近有業者反映銀行抽銀根，不願信貸給工程業者，希望金管會

協助。 

(四) 內政部： 

內政部刻依白皮書核定內容，預計自 106 年起編列 4 年 6,000

萬元預算補助營造業及建築師事務所海外拓點，目前正循程序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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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五) 本會顏副主任委員： 

1. 內政部為營造業及建築師之中央主管機關，未來海外拓點補助經費

若能順利爭取編列，營造業將可單獨向內政部申請海外拓點補助。

而工程會為工程技術顧問業主管機關，依現行法令規定營造業需與

工程技術顧問業策略聯盟始能向工程會提出申請。 

2. 另為因應氣候變遷，各國 CO2減量已為趨勢，未來捷運及軌道建設

將成為主要發展方向，我國雖然起步晚於先進國家，但亦領先開發

中國家。目前雖難組成一條龍的旗艦團隊，但切勿因未具備核心機

電及號誌能力就不予推動，建議交通部應提出軌道產業長期發展策

略，並提供合適的國內練兵機會，提升競爭力後，未來便可與國外

業者競爭。 

(六)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有關營造公會反映銀行針對營造業抽銀根情形，建議公會提供

相關資料，俾利提供協助。 

(七) 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由高鐵局簡報資料，高鐵局已訪談業界瞭解籌組都會捷運輸出

旗艦團隊之需求，在此表示認同與感謝，建議未來可邀請臺北市捷

運局及臺北捷運公司加入團隊，以充實核心系統及機電建造方面之

能力。 

(八) 中華民國軟體資訊協會(書面意見) 

1. 建議從已獲得標案的團隊，例如 ETC、台朔重工等，瞭解是否有窒

礙難行之處，並提供所需協助及納入計畫未來推動之參考。 

2. 產業外銷推動及各單位(部會)分工等事項可製成 SOP，並以 PDCA

方式不斷調整，提供外銷業者參考。(產業外銷 Knowhow 建置累積

經驗)。 

決議： 

(一) 電廠、石化及 ETC 團隊籌組已趨成熟，亦已於海外獲得標案，感

謝經濟部及交通部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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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都會捷運與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團隊方面，目前尚在盤點國內有

意願廠商，並透過與業者訪談，讓其知悉政府推動的相關措施及協

助，後續請交通部、環保署加強與業者溝通，找出旗艦團隊之領頭

羊，以加速籌組進度，並請依白皮書規劃期程，於一年內籌組完成。 

 

三、 法規說明：財政部說明「租稅協定－以兩岸租稅協議為例」之規定 

(一) 工程會： 

1. 感謝財政部國際財政司就業界所關心雙重課稅問題提出簡報說明，

以公司而言，通常設有財務及稅務人員協助處理此類問題。惟個人

所得亦存在雙重課稅問題，簽訂租稅協定是否能避免繳納海外所得

或應採取何種節稅方式?為派駐海外從業人員最關心事項。 

2. 另就工程產業而言，目前以東南亞及中東為主要市場，但東南亞及

中東尚未在協定簽訂或預備簽訂的國家名單中，未來是否有相關規

劃? 

(二) 財政部國際財政司： 

我國居住者個人有大陸地區來源所得，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規定，應併同其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課徵所得稅；其有海外

所得者，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海外所得超過 100 萬元需計入

基本所得額，惟可享有扣除額 670 萬元，並僅需就基本稅額與一般

所得稅額之差額納稅。租稅協定係由所得來源地提供減免稅，居住

地仍得依其稅法規定對其居住者課稅，故我國居住者個人取得海外

所得達申報門檻者，仍需依法申報，然該個人倘依租稅協定於所得

來源地可享減免稅優惠者，得向所得來源地申請適用，又其在所得

來源地繳納之稅款，我國應給予稅額扣抵，以解決其重複課稅問題

。 

再者，我國已生效之租稅協定涵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

及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另目前推動洽簽 10 餘個租稅協定，其中涵

蓋中東國家。 

決議：感謝財政部國際財政司今日簡報及協助整理相關資料，將複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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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制進行清楚扼要的說明，請產業界代表將簡報資訊轉知會員參

考，以維護自身權益。 

捌、結語 

一、 國內重大公共建設已逐年趨緩，加上目前各國正在推動之 TPP、

TiSA 及亞投行等區域經濟整合，顯示國內工程產業往海外尋求市

場為必然趨勢。工程產業為火車頭產業，可帶動工程顧問業、營造

業及設備業等關聯產業的輸出，進而促進其他產業發展，活絡經濟

發展，政府及業者皆需凝具共識一同推動工程產業的全球化。 

二、 政府將持續推動工程產業全球化，主動就業者所提出有關商機資

訊、金融協助及人才培訓等問題，提供協助及尋求解決方案，也歡

迎各產學公協會及公益性法人共同參與，持續透過本平臺運作，作

為政府與產業界間的橋梁，協助產業界排除所遭遇之問題及障礙，

有效提升工程產業國際競爭力。 

玖、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