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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產業全球化平臺第 12次會議 紀錄 

時間：108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本會第 1 會議室 

主席：吳政務委員兼本會主任委員澤成       紀錄：葉奕穎 
(顏副主任委員久榮代)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會議緣由：  
為爭取新南向區域工程商機，政府透過各項措施，協

助工程業者向海外發展，包括籌組輸出團隊爭取海外標

案、補助工程產業海外拓點、強化聯貸平台運作等；並

透過召開工程產業全球化平臺會議，以定期追蹤進度、

協調疑難。 
前開工程產業全球化平臺會議，依行政院 106 年 9 

月 18 日核定「工程產業全球化推動方案（政策白皮書）

第 2 期(107～110 年)」，係由工程會每年召開 2 次，以

追蹤及協調各項協助工程產業海外輸出策略的主（協）

辦機關辦理情形。 
為追蹤及報告本年度執行情形及明年度工作重點，爰

召開本次會議。 

參、 工程會及各輸出團隊簡報：略 

肆、 會議結論： 
一、 報告案 1：公共工程新南向執行情形。 
(一) 有關「工程產業全球化推動方案」各項策略及措施之

辦理情形，符合預期目標，感謝各部會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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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賡續辦理。 
(二) 請持續落實辦理加強協助中小型工程業者的各項措施，

透過本年度成功經驗，鼓勵其他未具海外經驗且有企

圖心的中小型工程業者赴海外拓展目標市場。 
二、 報告案 2：提高新南向國家工程輸出目標金額之推動作

法。 
(一) 請六大工程輸出團隊之主政部會，積極與輸銀共同合

作，以協助廠商取得融資、授信等金融協助，擴大整

體成效。 
(二) 請各主政部會依所擬之精進作為持續協助六大工程輸

出類別團隊，俾達成明（109）年度工作目標，期望明

年得標成果能穩定成長，續創佳績。 
三、 請各工程輸出團隊主政部會於 109 年 1 月 15 日前提供

109 年度 KPI，所設定之指標值不宜低於今年指標，並

請各部會勇於提高目標，展現企圖心。 
四、 請工程會另函請各工程輸出團隊之主政部會，對於相

關經辦有功同仁優予敘獎。 

伍、 發言內容： 
一、 主席： 
(一) 今年度各項成果均已達成年度目標，感謝六大工程輸

出團隊主管部會、廠商及輸銀的努力，另亦感謝專案

辦公室的協助。 
(二) 面臨國際化的時代，臺灣若僅獨善其身，恐只能被淘

汰、邊緣化，而透過國際交流、參訪及訓練等，可讓

國際更瞭解及肯定臺灣廠商的專業及技術，至後續則

是如何強化、拓展、紮根以站穩腳步，爰工程會每年

辦理拓點補助計畫，鼓勵有企圖心的廠商勇於走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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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順利取得標案在當地紮根，而輸銀則擔任後援角

色，提供廠商所需融資，俾利廠商取得更多海外商機

及標案。 
(三) 每年度得標件數及金額雖無法呈現成長情形，係因每

年案源不同，致有不同年度成果，惟長期情形仍應呈

現成長趨勢，期待 109 年能取得更多標案。 
(四) 有關 KPI 的訂定，不宜過於保守，各工程輸出團隊應

更加積極，勇於提出較去年更高的目標值，以展現企

圖心，例如都會捷運團隊除目前臺北捷運公司成果外，

考量我國已有相關軌道工程業者具有相當技術能力及

意願，且已到海外發展，爰應擴大工程輸出團隊，納

入其他相關成員，以發揮更大綜效。 
(五) 中小企業拓展海外商機的策略應先瞭解當地法令規定

及工程文化，並可擔任下包商，於逐漸取得實績後，

再結合或併購當地廠商承接標案。 
(六) 過去廠商在海外奮鬥，恐無法完全瞭解政府的資源及

窗口，目前除須讓廠商知道外，還須對廠商有實質幫

助，期許未來透過政府各項資源的協助，為工程產業

全球化打下更紮實的基礎。 

二、 中國工程師學會： 
本學會今年已與亞洲開發銀行（下稱亞銀）簽署MOU，

未來將固定每年舉辦知識分享交流研討會，由我國相

關領域之專家組成團隊，向亞銀會員國（多為發展中

國家）介紹、推廣我國工程經驗及技術，惟因亞銀具

官方色彩，其仍傾向由官方帶領團隊接洽及發表（如

本年度即有臺北市政府相關單位偕廠商發表演講），爰

鼓勵各部會可善加利用此一平臺，協助我國廠商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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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海外商機。 

三、 中華民國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一) 工程會為使國內工程產業走上國際，設立工程產業全

球化平臺協助六大團隊輸出到國際爭取業務，已有相

當成果，108 年已達成預定 KPI，值得慶賀。 
(二) 水資源團隊由水利署領隊成立，本年度已有進行數項

活動，進行多方交流，也參加及辦理國際研討會或展

覽，108 年水資源工程團隊於海外得標 900 萬，期待

109 年在各單位努力下能再更進步。 
(三) 國內水利事業顧問公司多為中小型，人力資源及海外

經驗較少，建議由水利署帶頭，組織有意願公司組成

輸出團隊爭取國外標案。 
(四) 海外拓點補助協助中小型公司到海外爭取業務，已見

成效，頗值推展，建議工程會可檢討提供更多誘因，

俾提升更多公司前往東南亞發展之意願。 

四、 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臺灣的工程產業（特別是營建）規模不大，產能彈性

小，工作量受景氣好壞的影響大，因此，為提供量能

的穩定性與業務的最大化，建議加強對工程產業輸出

對象國之相關基礎建設計畫的內容、規模、期程等深

加瞭解，並與國內相關基礎建設計畫作綜合考量，一

定更能創造佳績。 

五、 中華民國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一) 營造業大多為中小企業，營造廠雖有 1 萬多家，但大

型（資本額 10 億以上）廠商僅約 38 家，相對欠缺專

業人才及整合能力，獨立承接海外標案有一定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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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內政部營建署提供相關拓點補助，但期望能增加

補助預算，使更多廠商受惠。 
(二) 近期有環保廠商欲至東南亞國家投標，須取得 3 家推

薦函，惟受限於該廠商非本公會會員無法予以協助，

爰建議公部門提供相關協助。 
(三) 感謝專案辦公室蒐集「越南」、「印尼」、「緬甸」相關

法令規章，甚有助益，建議可增加其他國家。 

六、 國家發展委員會： 
工程產業全球化各項措施績效甚佳，但從各輸出團隊

報告中，有關 109 年度 KPI 訂定，建議六大工程輸出

團隊主管部會全面考量目前整體之佈局情形、各國需

求及推動狀況，據以訂定明年度指標。 

七、 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 
國際業務成長不易，爰盼六大工程輸出團隊主政部會、

能多加協助廠商衝刺，廠商之營運如果沒有成長，業

績不進則退。樂見六大工程輸出團隊與工程會、經貿

談判辦公室合作，共同協助廠商，前進新南向國家。 

八、 本會主任秘書： 
(一) 目前石化、電廠兩工程輸出團隊拓展海外市場已漸趨

穩定及成熟，考量目前各團隊係就各自領域進行海外

交流，建議可跨團隊進行合作，例如共同進行海外拜

訪、交流，俾團隊成員將業務拓展至更多面向，且駐

外單位亦可同時協助較多團隊。 
(二) 許多新南向區域國家均有高速公路，爰 ETC 應為具實

質發展性的亮點議題，建議交通部可再加強相關協助，

帶領業者向外拓展，加快推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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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依今年度赴亞銀進行知識分享研討會之出國報告，亞

銀官員主動提出可至受援國家的亞銀分支機構舉辦之

建議，可與當地政府及業者就近交流溝通，是很好的

構想。 

九、 本會技術處： 
(一) 感謝各相關部會的共同努力，近年得標件數、金額都

呈現穩定成長趨勢，而今年得標案件 41 件，其中由中

小企業得標 19 件，均為近年最高；另其他指標如人才

培訓、媒合業者亦均有相當成果。 
(二) 另本會 109 年度補助國內工程產業策略聯盟赴海外拓

點計畫已於 108 年 12 月 30 日公告，並訂於 109 年 1
月 14 日召開廠商說明會，本次申請規定修正內容主要

為 109 年度將以中小型業者為優先補助對象，請各公

協會協助宣導，並鼓勵有意願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

技師事務所踴躍提出申請。 
(三) 本會甫收到國家安全局公文，配合推動新南向政策，

每年度工程輸出成果均有達成預期目標，請相關單位

優予敘獎，考量相關成果均來自各工程輸出團隊及相

關主管部會，建議另函請各相關部會就經辦同仁予以

敘獎。 
(四) 針對六大工程輸出團隊及輸銀的報告內容，綜整意見

詳附件。 

陸、 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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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團隊 本會意見

石化
電廠

(經濟部)

1. 石化、電廠109年度KPI為合計得標1件(合計得標金額30億元)，依過往得標情形，過
於嫌保守，建議經濟部可調整相關KPI，以超過今年度各1件之得標件數為目標(實際得
標各4件)。

2. 經濟部目前已協助媒合關鍵供應商及整合供應鏈業者簽署合作意願書或召開交流會或
論壇，未來若有合適案件，建議以整廠輸出方式，協助上下游業者共同向海外發展。

ETC智慧
交通

(交通部)

按交通部近期提出「交通科技產業發展白皮書」，並將以協助產業爭取海外商機為目標
之一，該白皮書除目前已納入六大輸出團隊之ETC外，尚有公共運輸服務升級、智慧海空
港、智慧物流等面向，爰建議可於本輸出團隊納入前開相關項目，以整合產業鏈相關資
源，並向相關國家宣導我國優勢技術，協助相關廠商取得海外標案。

都會捷運
(交通部)

目前成果為營運業者(北捷公司)海外擔任審查、顧問、系統開發案，惟考量已有我國工程
業者(如展群營造)透過輸銀的融資協助與日本廠商取得越南標案，另有顧問業者亦取得新
南向區域國家地鐵設計案，建議交通部可考量我各類參與軌道業者赴海外發展現況，擴
大輸出團隊成員，以發揮更大綜效。

水資源
(經濟部)
環保

(環保署)

1. 考量過往兩年水資源領域皆有得標案件，爰建議109年度KPI宜展現企圖心，以爭取海
外得標案件作為年度KPI，並以超過今年度得標2件為目標。

2. 本會補助中工會於今年10月至亞銀舉辦知識交流研討會，其中兩項主題即為水供給系
統及廢棄物回收及處理，係目前亞銀發展中會員國家亟有需求的基礎建設領域，建議
環保署及經濟部未來可透過與亞銀之合作平臺，協助我國廠商開拓更多商機。

輸銀
(財政部)

本年度得標案件向輸銀申請融資計有2件，請輸銀持續向產業宣導相關措施及資源，並提
供相關資料予六大輸出團隊主辦部會，俾利向輸出團隊成員宣導，以善用此項融資協助
措施。

會議紀錄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