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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行法定職掌 

（一）機關主要職掌：本部依法掌理全國經濟行政及經濟建設事務。 

（二）內部分層業務： 

1.秘書室： 

(1)本部業務會報之議事事項及管考事項。 

(2)行政院院會之資料整備事項。 

(3)府院訪視之行程規劃、資料整備及管考事項。 

(4)地方政府拜會及請助事項之資料整備及管考事項。 

(5)本部首長信箱信件之管理及考核事項。 

(6)行政院公報之刊登及考核作業事項。 

(7)立法委員質詢案件之彙辦管考事項。 

(8)立法委員關切事項之管考事項。 

(9)監察院相關案件之管考事項。 

(10)本部政策宣導協調及執行事項。 

(11)本部重大新聞及相關輿情處理與媒體公關事項。 

(12)本部記者會、新聞發布及媒體專訪事項。 

2.總務司： 

(1)文件之收發、分配、繕校及保管事項。 

(2)部令之發布事項。 

(3)印信之典守事項。 

(4)公產、公物之保管事項。 

(5)款項之出納事項。 

(6)本部出版物之印行事項。 

(7)人民陳情案件管考事項。  

(8)庶務事項。 

(9)不屬其他各司、處、室事項。 

3.商業司： 

(1)我國商業服務業政策及法規之擬訂。 

(2)商業服務業之規劃、管理、輔導、監督及統籌配合事項。 

(3)公司、商業之登記、管理及監督事項。 

(4)全國商工資訊系統建置與維運管理事項。 

(5)特定目的事業管理、電子遊戲場、商品標示、消費者保護、商業團體及經濟事務財

團法人之監督管理事項。 

(6)其他商業行政事項。 

4.國際合作處： 

(1)國際經濟及技術合作關係之聯繫、發展事項。 

(2)國際經濟與技術合作活動之協調、推行事項。 

(3)雙邊經濟合作之推動與經濟合作會議決議案執行之協調、聯繫及追蹤事項。 

(4)區域性經濟與技術合作活動之聯繫、協調、推動及執行事項。 

(5)雙邊國家技術協助計畫之執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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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國際經濟與技術合作情況資料之蒐集、整理及研究事項。 

(7)其他國際經濟及技術合作事項及外賓來訪之接待工作等。 

5.投資業務處： 

(1)國內外投資之促進事項。 

(2)國內投資環境之研究及建議事項。 

(3)投資機會之發掘及研究事項。 

(4)投資計畫之推動、聯繫、協調及追蹤等事項。 

(5)投資環境之報導及投資書刊之編撰事項。 

(6)其他投資服務事項。 

6.技術處： 

(1)產業技術科專計畫作業管理、績效評估事項。 

(2)法人研究機構管理、聯繫及協調事項。 

(3)產業技術科專政策研擬、資源規劃事項。 

(4)產業技術國際及區域合作事項。 

(5)產業創新研發系統規劃、推動、督導事項。 

(6)產業創新前瞻技術研發、促進事項。 

(7)各領域產業技術發展規劃、督導事項。 

(8)傳統產業技術研發促進事項。 

(9)其他產業技術發展促進事項。 

7.人事處：依法辦理人事管理事項。 

8.會計處：依法辦理歲計、會計事項。 

9.統計處：依法辦理統計事項。 

10.政風處：依法辦理政風事項。 

11.研究發展委員會： 

(1)經濟政策及國內外經濟情況之分析、研究事項。 

(2)施政方針、施政計畫之彙編管制及評核事項。 

(3)物資經濟動員準備業務之推動、聯繫事項。 

(4)災害防救業務之彙辦聯繫。 

(5)其他經濟研究、發展事項。 

12.法規委員會： 

(1)經濟法規之修訂、編纂及解釋事項。 

(2)有關法律案件之審議事項。 

(3)業務行政涉及法律之審議事項。 

(4)法律資料之蒐集、分析及研究事項。 

(5)國家賠償案件之處理事項。 

13.訴願審議委員會： 

(1)訴願案件之處理及調查事項。 

(2)訴願案件之審議及決定事項。 

(3)訴願案件後續行政訴訟之相關事項。 

(4)其他與訴願事件有關之事項。 

14.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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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部及所屬資訊計畫及預算之研擬與審議事宜。 

(2)本部及所屬行政資訊系統之規劃、設計、建置、維運、協調及推動事宜。 

(3)本部及所屬業務資訊系統之規劃、設計、建置、維運、協調及推動事宜。 

(4)本部資通安全管理機制之規劃、設計、建置、維運、協調及推動事宜。 

(5)本部整體資訊基礎架構之規劃、設計、建置、維運、協調及推動事宜。 

(6)關於本部及所屬其他資訊相關業務之辦理。 

15.礦務局： 

(1)礦業政策、法規擬訂及執行、礦業行政管理、礦業權之設定、展限、變更、移轉及

登記等事項。 

(2)礦業用地核定、變更及廢止、批註土石、礦業權費及礦產權利金之徵收與土地開發

案件重複礦區及廢棄舊礦坑之查核等事項。 

(3)礦場安全政策及法規擬定及執行、礦場安全監督檢查、礦場安全管理及督導改善、

礦害預防、礦場機電安全設施之監督檢查。 

(4)礦場災變調查與處理、礦用安全器材規範之訂定、礦場安全技術輔導、礦場安全教

育訓練計畫擬定與督導、考核等事項。 

(5)礦產品產銷調查統計、管理與輔導事項。 

(6)事業用爆炸物法規訂定、管理與輔導事項。 

(7)國際礦業組織合作、會議等事項。 

(8)砂石供需政策之研擬、砂石碎解洗選場礦業用地之管理輔導、砂土石產銷調查統計

分析及供需調配。 

(9)土石採取相關法令研擬修改、審核申請土石採取許可、監督輔導土石採取安全業

務、遏止盜濫採土石、盜濫採土石遺留坑洞整復作業之監督輔導及陸上土石採取專

區規劃及推動。 

16.中部辦公室： 

(1)工廠管理輔導政策、法規擬定與執行等事項。 

(2)冷凍空調業登記等事項。 

(3)動產擔保交易登記等事項。 

(4)公司與有限合夥名稱暨所營事業預查登記業務。 

(5)公司決算書表查核業務。 

(6)無營業公司命令解散業務。 

(7)商品標示督導執行等事項。 

(8)自用發電設備登記管理等事項。 

(9)公司登記與管理事項。 

(10)有限合夥登記與管理事項。 

(11)傳統市場管理、輔導之政策規劃及相關計畫執行。 

(12)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攤販業務之監督。 

17.國營事業委員會： 

(1)本部所屬事業政策及法規之擬訂。 

(2)本部所屬事業企業化及民營化之推動。 

(3)本部所屬事業投資計畫之審核。 

(4)本部所屬事業工安環保及災害防救之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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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部所屬事業預算、決算審核及人力資源之管理。 

(6)本部各單位工程查核之辦理。 

(7)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選址業務。 

(8)本部直接投資事業之公股管理。 

(9)本部結束事業之清算業務。 

18.投資審議委員會： 

(1)僑外投資申請案件之審核。 

(2)大陸地區人民來臺投資申請案件之審核。 

(3)大陸地區產業技術引進許可申請案件之審核。 

(4)對大陸地區投資及技術合作申請案件之審核。 

(5)對外投資申請案件之審核。 

(6)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從事經貿暨商務活動案件之審核。 

(7)投資、技術合作及相關業務法令之研擬。 

(8)投資事業營運狀況之調查及分析。 

19.貿易調查委員會： 

(1)貿易法第 18 條第 1項規定產業受害之調查事項。 

(2)前款調查之審議、受害之認定及擬採救濟措施之建議等事項。 

(3)貿易法第 19 條規定損害之調查事項。 

(4)貨品進口救濟之諮詢事項。 

(5)貨品進口救濟事務之研究事項。 

(三)組織系統圖及預算員額說明表： 
              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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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預算員額說明表 

區分 
預算員額 

比較增減內容 
110 年度 111 年度 

職員 808 808 本年度 1,021 人較上年度 1,028 人，減列 7 人，有關員額減列情形如
下： 
1. 本部超額約僱 4人，出缺後依規定減列。 
2. 中部辦公室超額約僱 1人，出缺後依規定減列。 
3. 礦務局超額技工 1人，出缺後依規定減列。 
4. 投資審議委員會超額工友 1人，出缺後依規定減列。 

聘用 82 82 

約僱 58 53 

技工 27 26 

工友 41 40 

駕駛 12 12 

合計 1,028 1,021 

 

二、111 年度施政目標與重點 

本部掌理全國經濟行政運作，因應國內外經濟新情勢及產業發展需要，策訂經濟政策及措

施，持續推動各項經濟興革工作。打造以創新、就業、分配為核心價值的經濟發展模式，推動

臺灣產業創新數位轉型、拓展經貿布局、擴大投資臺灣及能資源永續管理，以創造有利經濟成

長及企業永續經營發展的環境。 

本部依據行政院 111 年度施政方針，配合核定預算額度，並針對經社情勢變化及本部未來

發展需要，編定 111 年度施政計畫。 

（一） 年度施政目標 

1. 強化核心產業關鍵優勢：在 5+2 產業創新的既有基礎上，發展「六大核心戰略產

業」，深耕前瞻技術研發，推動產業導入智慧製造、AI、5G 應用，強化產業優勢；積

極扶植國內材料與設備供應鏈，擴大半導體生態系，打造臺灣成為高科技研發中心、

半導體先進製程與亞洲高階製造中心。 

2. 促進商業服務業發展：發展創新商業模式，強化商業服務品牌，以大帶小價值鏈合作

及連鎖加盟體系，發展服務業品牌國際化，帶動大中小型服務業共榮成長，連結數位

工具提升商業服務業競爭力。 

3. 加強扶植新創及中小企業：強化中小企業科技應用能力，加速數位轉型；鼓勵創新研

發活動，提升企業價值；運用信用保證機制，協助取得資金；扶植新創企業，完備創

業生態系；活絡在地產業經濟，促進地方均衡發展。 

4. 推動能源轉型：加速再生能源建置，落實非核家園，穩定電力供應，提升電網韌性並

建構電力交易試行平台、積極推動節能、提升能源使用效率，佈局淨零轉型前瞻技

術，打造臺灣成為亞太綠能中心。 

5. 強化供水穩定與增加承洪韌性：推動多元水源開發、水庫清淤、水源跨區調度聯通及

備援管網，提升自來水普及率，並降低漏水率，由建設面、管理面及制度面提升供水

穩定及韌性；推動前瞻水環境建設，落實逕流分擔與出流管制，運用科技智慧防災增

加承洪韌性，營造水漾環境。 

6. 提升對外經貿格局與多元性：因應美中競爭關係與全球供應鏈加速重組趨勢，建立與

歐、美、日及新南向國家可信賴的經貿夥伴關係，營造洽簽雙邊投資、經濟合作協定

及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有利條件；掌握綠色與數位貿易商

機，協助企業全球布局，開拓潛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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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優化投資及產業環境：優化五大生產要素，掃除投資障礙，聚焦高科技及戰略性產

業，致力全球招商，建構臺灣產業新生態系，加速落實投資臺灣。 

（二） 年度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一、科技專案推動

計畫 

 

一 工研院科技專案計

畫 

工研院以系統化方式整合推動科技發展，厚植半導

體、通訊、AI、資安雲端四大智慧化智能技術，聚焦

「智慧生活」、「健康樂活」、「永續環境」三大應用

領域的研發方向，致力成為產業科技的開路先鋒，有效

地結合產官學研及國際夥伴攜手創新科技，推動臺灣產

業升級，期能提升無線通訊、智慧製造、智慧醫療、智

慧生活等相關產業之發展。 
二 資策會科技專案計

畫 

資策會以資安即國安、資料治理及數位經濟發展等

政策方向，持續深化「尖端應用」、「智慧服務」、

「智慧製造」、「網通感知」及「環境建構」五大領

域，提供跨產業數位轉型服務，發展智慧交通、人工智

慧、通訊、資安及資料治理等核心技術，並強化技術的

產業化布局，以協助政府與產業數位轉型。 
三 其他法人科技專案

計畫 

配合國內產業階段性發展需求，就機械、運輸、紡

織、化工、食品、材料、環保、生技、醫衛等產業技術

研發領域，依年度施政重點項目，做適當之資源調配，

協助或輔導產業創新升級，並適時因應產業發展現況，

推動跨領域整合計畫，以形塑我國產業價值鏈。 
四 A+企業創新研發淬

鍊計畫 

一、前瞻技術研發計畫：引導國內企業進行前瞻技術研

發活動，開發符合市場需求的技術、產品或服務，

亦鼓勵聯合新創企業、中小企業共同申請，以促進

產業鏈發展。 

二、鼓勵國內企業在臺設立研發中心計畫：以「研發環

境建構」為主要任務，協助廠商建立完善的研發組

織與研發管理制度，發展核心技術能耐或有特色的

營運模式。 

三、全球研發創新夥伴計畫：以產業政策為導向，盤點

我國產業研發能力升級之缺口與需求，連結我國業

者與具有互補互利關係之外國企業建立合作夥伴關

係，在國內共同研發。 

四、領航企業研發深耕計畫：吸引在數位科技領域具領

先地位之國際大廠來臺設立高端研發基地，並鏈結

我國廠商技術合作，打造高科技研發中心。 

五、專案類計畫包含：快速審查臨床試驗計畫及國際創

新研發合作補助計畫。 
五 科研成果價值創造

計畫 

一、科研成果價值創造計畫：為建構新創公司發展基

礎，以促成、培育校園新創團隊，形成新興科技產

業為目標。促成校園具技術含量之團隊，衍生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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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長潛力新創公司。 

二、產學研價值創造計畫：以業界需求為核心導向，促

成產學研合作進行技術商品化與事業化開發。 
二、推動商業創新

發展 

一 推動商業服務業智

慧化、國際化及創

新商業模式 

一、推動跨境電商：藉由強化跨境能力、拓展國際市場

與發展創新示範等方式，協助業者發展電商模式與

加速海外重點市場拓展。 

二、推動智慧商業：自主開發或補助業者開發智慧科技

方案及新商業服務模式，以提升便利性與營運效

率，並擴大在國內的應用規模與海外輸出。 

三、推動物流發展：以科技協助物流業者提升集運、儲

配等作業效率或品質，以支援溫控及電商商品之快

速流通，並開拓國際市場；推動物流作業單據數位

化方案，提高流程資訊分享、串接與流通速度，並

升級物流業資安防護。 

四、推動餐飲業發展：從國際市場開拓、智慧科技應用

導入、多元行銷推廣三大面向，協助餐飲業朝智慧

化及國際化發展。 

五、推動服務業創新研發：以補助方式鼓勵服務業業者

自主投入於新服務商品、新經營模式或新商業應用

技術之創新研發。 

六、推動服務業數位轉型：推動零售、餐飲等服務業者

運用雲端解決方案等數位工具蒐集及共享數據，並

運用數據回饋驅動中小型零售、餐飲等服務業者數

位轉型，以發展新商業模式、拓展新市場。 
三、推動商業現代

化 

一 推動連鎖服務經營

優化 

為全面提升我國連鎖加盟產業之競爭力，輔導企業

提升營運管理效能，掌握區域消費輪廓精準行銷，並鼓

勵連鎖企業跨業合作，並協助企業擴大海外版圖。 
四、推動經濟資料

治理 

一 推動經濟資料決策

分析與智慧輔助 

建構決策支援分析模型及服務機制，提供國內企

業、民眾及政府機關之資料治理服務；建置政府補助計

畫智慧審查，提升補助審查效率。 
五、經濟行政與管

理 

一 傳統市場與夜市創

新翻轉提升計畫 

一、星級評核前瞻推動：協助年輕攤商在產品、服務、

流程創新；輔導開發即食應用販售並導入美感創

新，引導升級與轉型並進行傳統市場與夜市改造前

期規劃輔導。 

二、星級評核輔導授證：擴大星級評核機制之授權，加

強導引地方政府投入輔導能量，共同推動「星級評

核升級輔導」；編印成果專刊及電子書，展現傳統

市場與夜市輔導改善及特色成果。 

三、星級評核宣傳行銷：透過創意主題聯合行銷、多元

媒體行銷，市場專屬雜誌等，宣傳傳統市場與夜市

的創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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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六、礦務行政與管

理 

一 礦業永續利用及完

善礦場經營管理 

一、滾動盤點礦業數位管理、促進礦業永續發展：遵循

礦業法令調整相關子法及規則，研究礦區內敏感區

調查及災害預防資料數位化，持續辦理礦產品開採

總量管制，提升礦業環境與永續發展。 

二、礦場安全智慧管理及精進災害防救：礦場安全管理

智慧化，健全礦場安全檢查，落實礦場自動檢查及

礦場安全三級品管制度；辦理礦場安全管理人員技

術訓練，督辦礦場救護訓練及人員在職訓練，深化

礦場安全意識以防止礦場災變發生，提升礦場災害

防救量能。 

三、應用礦業與智慧管理資訊，健全爆炸物使用管理：

加強爆炸物檢查與智慧系統運用，落實資訊公開與

各單位之橫向聯繫，有效強化工程使用爆炸物安全

管理，以防止事故與流失。 

四、亞泥採礦案三方會談，協助當地部落解決採礦安全

疑慮：持續辦理三方各項協商會議，參與部落居住

安全及環境改善措施議題，解決族人對在地礦業發

展疑慮，以健全礦業與環境永續發展。 

五、運用礦業智慧管理資訊系統以及申請環境教育場域

認證，促進礦業永續發展：運用資料庫系統及數位

監管影像，提升礦場監督管理效能；礦物標本室申

請環境教育場域認證，透過礦石環境教育課程宣導

礦業永續發展。 
二 落實國土安全利用

及合理開發砂石資

源、穩定砂石市場

供需平衡 

一、積極維護國土安全、合理開發砂石資源：辦理衛星

影像監測及無人機飛行載具航拍紀錄，進行地表變

異點圖資蒐集分析工作，查緝可能疑似砂石盜採行

為，以確保國土利用安全。督導地方政府辦理坑洞

整復作業並查核進度，輔導土石採取申請案及推動

規劃土石採取專區，落實砂石資源合理合法開發及

利用。 

二、穩定我國砂石供需平衡：建置砂石資料庫，關注市

場波動並落實產銷調查，以穩定國內砂石供需。 

三、運用資料庫掌握物資管理：建構跨機關資料串接，

掌握多元砂石料源有效調度及調節，合宜規劃多元

供應方案。 

四、推廣履歷提升品質：推動砂石產銷履歷制度，落實

砂石品質分級認證及資訊透明公開，促進產業升

級。 

 

 

【備註】上述施政計畫業配合預算審查結果辦理報院核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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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前年度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一）前（109）年度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一、科技專案推動

計畫 

推動法人研究機構開

發產業前瞻性及共通

性技術，以厚實產業

技術創新能力。 

    促進產業技術創新研發推動科技專案，配合行政院

「智慧機械」、「綠能科技」、「生技醫藥」、「循環

經濟」、「亞洲‧矽谷」等五大產業創新計畫，以及

「數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DIGI+方案）」、「臺

灣 AI 行動計畫」及「臺灣 5G 行動計畫」等重大政策，

109 年度投入於 5G 產業技術與通訊系統應用、人工智慧

關鍵技術與產業應用、智慧製造關鍵技術開發與場域實

證、生技藥品與醫材開發等技術領域成果豐碩，說明如

下： 

一、法人科專計申請專利 1,522 件，獲得專利 1,299

件，專利技轉約 1,210 件，技術移轉約 1,235 件，

研發成果收入約 15.13 億元，促進產業投資 589.41

億元，且 7 成以上技術移轉係協助中小企業，幫助

我國產業累積科技研發智財能量。 

二、榮獲包括 5 項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R&D 100 

Awards)及 5 項美國愛迪生獎(Edison Awards)等國

際大獎肯定。 

二、推動商業創新

發展 

推動跨境電商、智慧

商業、物流與餐飲業

發展等業務，鼓勵商

業服務業導入科技應

用與創新研發，期強

化我國商業服務業競

爭力。 

一、輔導 12 家跨境電商業者營運創新，帶動跨境交易額

43 億元；推廣超過 2,600 個品牌及 12 萬項商品跨

國線上銷售。 

二、輔導 448 個商區及補助 12 家廠商導入智慧科技，共

促成 23,742 個服務據點升級智慧化，帶動 214 億元

營收。 

三、協助物流業者提升冷鏈或跨境電商相關作業能力或

效率，支援 25.8 億元商品於海內外流通或銷售，帶

動物流服務營收 3.7 億元。 

四、輔導臺灣餐飲業科技化及國際化，新增餐飲展店逾

1,147 家及餐飲投資金額達 53.86 億元。 

五、補助服務業創新研發 75 案，帶動業者投入 1.5 億元

進行研發、營業額增加 3.97 億元、國內服務業研發

人力聘用增加 154 人。 

三、推動商業現代

化 

輔導連鎖總部經營及

門店標準化管理，提

升連鎖加盟總部體

質、加盟制度、門店

營運管理、服務品質

等之經營能力。 

一、輔導 57 家連鎖企業解決經營管理、加盟制度、海外

拓展等問題，以強健連鎖加盟企業營運體質，發展

國際市場佈局。109 年度受輔導企業共促成新增就

業人數 1,000 人、新增國內投資額 2.5 億元。 

二、辦理英語簡報實戰營，提升 93 位總部人員英語及國

際行銷能力。 

四、推動經濟資料

加值應用 
一、建置資料分析模

型及服務機制，

提供本部及所屬

一、完成建置 2 項巨量資料分析模型，提供相關機關決

策及制定輔導政策之參考。 
二、以「商工行政」、「能源推動」、「產業創新」、



經  濟  部 

預算總說明 

中華民國 111 年度 

10 

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機關（構）之資

料加值及分析服

務，俾利業務決

策使用。 

二、建置主題資料服

務、介接政府服

務平台，增加資

料服務管道，提

升政府開放資料

之服務範圍及成

果。 

三、研擬經濟領域資

料標準及建置開

放式應用程式介

面(Open API），

提供國內企業、

民眾及政府機關

介接服務。 

「經貿投資」等 4 大方向，完成盤點本部及所屬 20
單位共 25 項主題式開放資料推動策略，109 年度新

增 5 項主題資料服務，並滾動修正調整 108 年度累

計之 21 項已開放資料主題，累計開放資料主題服務

數量共 26 項，提供民眾及社群引用。 

三、研訂「綠能領域資料標準草案」，並建置 1 項開放

式應用程式介面（Open API），提升資料品質並降

低資料交換之轉換成本。 

五、經濟行政與管

理 

提升傳統市場競爭力

及品牌塑造，推動市

集、名攤之評核及示

範標竿。 

一、配合政策方向推動評核機制，引領地方政府共同提

升傳統市集競爭力；強化品牌市集評核輔導作為，

著重質的提升，完成通過防疫市集 17 處、優良市集

162 處、樂活名攤 3,811 攤。 

二、型塑傳統市場的品牌形象，呈現不同類型風貌，型

塑典範帶動市場升級，營運提升，完成品牌市集輔

導 9處。 

三、輔導帶動全國市集攤商營運升級，診斷輔導 6 處市

場及 60 攤鋪，輔導健全自治會運作、環境清潔管

理、市場營運、特色強化，營造整潔、衛生、乾淨

明亮的購物環境。 

四、推動雲端市集拓展網路行銷通路，完成輔導 2 處雲

端市集、攤商網路行銷輔導 10 攤。 

五、輔導協助低度使用市集，原列管計 132 件，截至

109 年底止已完成活化者計 126 件。 

六、礦務行政與管

理 
一、提升礦業管理技

術、礦業永續發

展。 

二、健全礦場智慧管

理及災害防救。

三、礦業資訊有效運

用，健全爆炸物

一、辦理礦政各項申請案及申報業務工作 5,192 件人

次。礦業權費與礦產權利金開徵及隨案徵收實現數

1.14 億元。辦理大理石礦石開採總量管制會議 1 

場，決議 110 年度生產水泥用途之大理石礦石共

1,600 萬公噸。 

二、執行礦場安全監督檢查 900 礦次，辦理礦場安全教

育訓練及督導礦場辦理新進人員職前訓練、作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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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系統管理。 

四、提升礦業數位化

與推廣礦物知識

環境教育。 

五、砂石資源多元利

用規劃、穩定供

需及料源合理管

理調配。 

員在職訓練與救護訓練 516 班次，以加強礦場安全

及防止災害發生。 

三、運用礦業智慧管理系統，整合礦業簿、礦區履歷、

礦務行政、礦場安全管理、輿情管理等各模組資料

串流。藉由資訊有效運用，並輔以各項統計報表查

詢，可有效減少人工手動計算錯誤、人力成本、增

加資料使用效能與效率。輔導業者運用資訊系統，

以網路申報礦業簿 1,680 件、申辦爆炸物配購運輸

證 565 件。辦理火藥庫檢查 97 庫次。 

四、數位監管站遠端監控查核 227 影像次。礦物標本室

231 參觀人次。 
五、推動砂石料源多元化供應，109 年截至 12 月底砂石

供應 10,156 萬公噸(含庫存)，總需求量 7,020 萬公

噸，供需穩定。為防範盜採砂石及礦區違規行為，

執行無人飛行載具空拍監測 40 次、衛星影像判釋

30 次。辦理坑洞善後督導會議 2場。 

 (二)上年度已過期間(110 年 1 月 1 日至 6月 30 日止)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一、科技專案推動

計畫 

推動法人研究機構開

發產業前瞻性及共通

性技術，以厚實產業

技術創新能力。 

  110 年度截至 6 月底，帶動科專研發之專利技轉件

數達 389 件、技術移轉件數達 379 件；持續強化科技專

案創新研發和多元應用能力，透過研發成果技術移轉、

專利授權、聯盟合作等各式活化機制態樣，使產業與科

專研發間密切連結，達到促成我國產業技術升級轉型。

二、推動商業創新

發展 

運用智慧科技，協助

業者提高商品整體流

通的運作效率與服務

品質；精進電商、溫

控產業的物流配送服

務能力與效率；協助

餐飲業科技及國際化

發展；鼓勵商業服務

業導入科技應用，提

升商業服務業競爭

力。 

一、輔導 3 家業者開發創新模式，並推廣 10 家次業者使

用創新方案，至年底帶動跨境交易額達新臺幣 2 億

元。 
二、補助 6 家廠商打造智慧流通服務標竿案例，另運用

數位行銷平台及智慧科技，串聯零售通路及上下游

1,000 個合作店家，推動智慧化商品流通服務，提

升服務效率及品質。 
三、應用 AIoT、自動化等技術，協助 13 家業者精進出

貨、儲運作業能力與效率，支援溫控及電商商品於

國內外流通或銷售；另核定補助 4 家物流業者導入

資安防護方案。 
四、輔導臺灣餐飲業科技及國際化，110 年度截至 6 月

底促進餐飲展店逾 80 家；帶動民間投資 8.14 億

元。 

五、補助服務業創新研發 70 案，帶動業者投入 0.5 億元

研發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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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商業現代

化 

推動連鎖加盟產業營

運管理優化，完善連

鎖總部機能並協助提

升海外落地能力。 

    已評選出 110 年度輔導之 49 家營運輔導及示範輔導

業者，後續除將繼續辦理二次徵件，遴選更多優質業者

外，亦將藉由產業專業顧問之經驗，輔導我國連鎖業者

改善目前營運上所面臨之痛點。 

四、推動經濟資料

治理 

一、建置應用服務串

接平台，打造資

料交換保存與追

蹤機制，提供申

辦登記與跨機關

查證便民服務及

優化資訊安全機

制等作業。 
二、發展經濟決策資

料分析模型，以

資料導向的運算

及分析，提供優

化本部施政決策

品質之參考。 
三、建置補助計畫管

理共通平台，跨

機關分享補助計

畫相關資訊，提

升補助計畫資源

運用效率與風險

控管能力。 

一、規劃建置應用服務串接平台及經濟業務串鏈服務，

已完成需求訪談及平台管理規劃作業，刻正開發

中。 
二、規劃新增 1 項資料分析模型，已完成需求訪談、資

料蒐集及模型分析設計規劃，刻正開發中。 
三、完成本部補助計畫管理共通平台需求訪談及服務規

劃報告書、系統分析報告書、系統設計規格書、資

料標準與資料交換模式規格，刻正開發中。 

五、經濟行政與管

理 

推動攤舖位改造示範

標竿，提升傳統市場

競爭力。 

一、完成 110 年度輔導、評核執行各項機制。 

二、完成傳統市集攤鋪位輔導改造遴選出 20 攤鋪位並進

行輔導。 

三、第 33 期「快樂ㄟ菜市場」雜誌撰擬，業於 110 年 7

月 15 日發行。 

六、礦務行政與管

理 
一、落實礦業數位管

理，增進發展永

續礦業。 

二、完善礦場安全智

慧管理及災害防

救。 

三、礦區履歷有效運

用，強化公共工

程使用爆炸物管

理。 

四、整合應用礦業數

一、辦理礦政各項申請案及申報業務工作合計 1,791 件

人次。礦業權費與礦產權利金開徵及隨案徵收 0.5

億元。 

二、執行礦場安全監督檢查 403 礦次，辦理礦場安全教

育訓練及督導礦場辦理新進人員職前訓練、作業人

員在職訓練與救護訓練 76 班次，以加強礦場安全及

防止災害發生。 

三、輔導礦業權者以網路申報礦業簿 780 件、申辦爆炸

物配購運輸證 187 件。辦理火藥庫檢查 40 庫次。 

四、數位監管站遠端監控查核 109 影像次。礦物標本室

122 參觀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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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圖資與結合環

境教育推展礦業

永續發展。 

五、維護國土安全及

砂石資源合理利

用，落實調節措

施穩定我國砂石

供需平衡。 

五、推動砂石料源多元化供應，初估 110 年截至 6 月底

砂石供應 7,280 萬公噸(含庫存)，總需求量 3,661

萬公噸，供需穩定。為防範盜採砂石及礦區違規行

為，執行無人飛行載具空拍監測 21 次、衛星影像判

釋 6次。辦理坑洞善後督導會議 1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