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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商業發展政策 

壹、 推動商業法制革新-修正公司法 

一、 推動緣由 

我國公司法歷經 20餘次修正，整體而言，均朝「鬆綁」

與「興利」逐步與國際接軌，其中又以民國 90年的修

正幅度最大，其後到今，公司法又陸續修正了 14次，

包括增訂電子投票制度、強化公司治理及讓公司籌資

更為便利等，民國 104年增訂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制

度，營造青創事業在創業過程中有更靈活彈性的創業

空間，而國內外產業經濟發展隨著數位經濟發展變化

快速，公司法仍有與時俱進之必要，以回應民意，營

造良好經營環境。 

二、 未來重要工作及預期效益 

建立更多元、彈性、簡便、有效且明確的公司治理環

境。 

貳、 優化經商環境 

一、 推動緣由 

為提升我國經商環境便利性，自 100 年度建置公司及

商業一站式線上申請作業網站，有效簡化開辦手續，

並賡續擴充服務項目，營造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 

二、 具體作法規劃 

（一）擴大線上申請服務範圍，提供外籍人士以自然人憑

證使用目前已開放線上辦理之登記項目。 

（二）改善線上申請作業流程，簡化申請文件，並解決跨

瀏覽器相容性問題，提高民眾線上申請意願。 

（三）擴大申請服務項目，提供線上查閱公司登記表與章

程影像資料作業機制，經審核後可快速將資訊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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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載或寄送等方式供民眾取用。 

三、未來重要工作及預期效益 

（一）評估超商繳費、電信帳單代收等繳納規費方式之效

益，導入多元繳納機制，提供民眾能自行選擇。 

（二）規劃一站式系統專屬軟體憑證及授權管控機制，簡

化既有工商憑證授權自然人憑證之運作方式。 

（三）配合公司法修正後變動作業需求，擴充網站功能，

透過新的系統設計與技術，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參、 推動三項重點服務業 

一、 推動電子商務發展 

(一) 推動緣由 

為促進電子商務平臺國際化，協助電子商務平臺拓

展境外市場，並強化跨境產業交流合作。 

(二) 具體作法規劃 

1. 促成電子商務平臺至東南亞落地發展，帶動臺灣優

質產品出口。 

2. 協助網路創業團隊國際接軌，並與國內外創投單位

進行資金媒合。 

(三) 未來重要工作及預期效益 

1. 輔導 2家平臺或大型品牌業者拓展東南亞市場，並

帶動 200家臺灣品牌上架。 

2. 促進在地商品運用電子商務平臺銷售或開店。 

3. 辦理主題式 IDEAS show 及參與國際性創新發表活

動，進而吸引國內外創投進行資金投資。 

二、智慧物流 

(一) 推動緣由 

結合智慧科技推動電商物流、港區物流、冷鏈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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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城市物流發展，培育高附加價值物流產業，並帶

動我國物流服務業升級轉型與拓展海外利基市場。 

(二) 具體作法規劃 

1. 推動國內電子商務物流作業流程優化以及創新服務

模式建置，應用科技建立智慧物流營運解決方案，

以提升國內電商物流業者之營運效能。 

2. 推動港區加值與中轉發貨之物流模式，並應用智慧

科技強化港區營運作業效率，吸引外貨在臺分撥、

發貨，增加臺灣國際物流服務業者商機。 

3. 發展冷鏈物流運力整合與跨國食材轉運調度解決方

案，整合零售體系實現高運轉之載運服務，並建立

以臺灣為調度中心之跨國食材集運配撥體系。 

4. 推動城市物流末端配送服務，發展無人化自動存取

服務(智取站)與機車冷鏈快遞服務模式，建置物流

歷程溫度追蹤管理機制。 

(三) 未來重要工作及預期效益 

1. 推動國內電商物流轉型升級及跨境電商海外物流據

點建置與服務網絡擴散，預期促成電商物流服務營

收 4億元。 

2. 協助物流業者推動多元物流加值服務模式，強化港

區效率化營運基磐，預期促成國際物流服務規模 8

億元及物流服務營收 1億元。 

3. 推動高運力冷鏈物流服務及跨國食材集運配撥體系，

支援低溫品海內外銷售服務，預期促成冷鏈物流服

務規模 8億元及服務營收 1億元。 

4. 推動超過 30家業者參與推動創新城市物流服務與

建置儲配歷程溫度追蹤管理機制，預期促成物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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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規模 5億元。 

三、餐飲業國際化 

(一)推動緣由 

為提升臺灣餐飲業國際化能力與知名度，透過科技

輔導、國際行銷與合作交流等策略，提升餐飲業營

業額、促進投資及展店。 

(二)具體作法規劃 

1. 協助餐飲業應用科技技術，優化企業內部管理或服

務流程；同時媒合餐飲業取得創投資金，並培訓營

運人才與國際接軌。 

2. 辦理國內外臺灣餐飲行銷、會展與交流媒合，及邀

請國際媒體採訪報導，以增加國際曝光。 

(三)未來重要工作及預期效益 

1. 輔導餐飲業導入科技應用、數據分析進行升級轉型，

配合新南向政策執行海內外行銷及國際合作交流，

奠定臺灣餐飲業進軍國際市場基石。 

2. 國內外展店新增 1,350家，促進民間投資 53億元；

帶動就業人數 6,000 人。 

肆、 推動智慧商業 

一、推動緣由 

為因應商業服務朝智慧化發展趨勢及國內因少子化帶

來的人力成本隱憂，運用科技推動智慧商業的創新服務

模式，提升國內消費動能，促使商業服務轉型成長。 

二、具體作法規劃 

(一) 開發智慧零售與物流的軟硬體整合技術，與業者合

作打造示範案例，引領服務創新及創造擴散機會。 

(二) 推動補助措施，輔導中小型業者大規模應用智慧商

業技術，推出以消費者為核心的商業服務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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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智慧 POS 平臺，建立行動支付與點數經濟服務規

模化，協助企業爭取人流、商品流並帶動商流。 

三、未來重要工作及預期效益。 

(一) 輔導零售與物流業者打造創新科技應用標竿案例，

帶動 2,000 個以上商業據點引入智慧消費服務，引領

超過 10 萬人次使用體驗，促成業者投資 10 億元。 

(二) 打造智慧商業應用實證場域，導入創新科技以帶動

智慧零售與物流服務商品價值達 30億元。 

(三) 推動智慧商業創新創業交流媒合及實務人才培育機

制，扶植商業新創服務與產業升級基礎。 

伍、 推動連鎖加盟發展 

一、 推動緣由 

我國內需市場趨近飽和，連鎖加盟企業規模則持續擴

張，為協助產業發展，透過強化企業體質、整合各方

資源與品牌經營，融入創新思維，培育國際發展能力。 

二、 具體作法規劃 

(一) 依連鎖加盟企業規模與營運方向提供諮詢與媒合，以

提供適切企業體質改善、規模擴展及人才培育課程。 

(二) 對具國際化潛力之企業進行服務輸出、國際拓展與深

化在地發展等輔導。 

三、 未來重要工作及預期效益 

針對企業需求或缺口，提供適切的輔導，以強健企業

營運機制並提升競爭力，透過擷取海外成功企業經驗

以及企業媒合交流，加速市場拓展腳步，期全面提升

連鎖加盟產業國際化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