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年度推動商業發展成果彙編 

 

 

 

 

 

 

 

 

 

 

 

 

經濟部商業司  編印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目 錄 

第一篇 前言................................................................................................................ 1 

第一章 商業發展政策與願景 ............................................................................ 1 

第二章 商業司委辦計畫清單 ............................................................................ 6 

第二篇 推動商業現代化計畫介紹 ........................................................................... 8 

連鎖加盟業能量厚植暨發展計畫(1/4) ................................................................ 8 

廣告設計服務業加值計畫(1/4) .......................................................................... 11 

第三篇 推動商業科技發展計畫介紹 ..................................................................... 13 

商業資訊躍升計畫(1/4) ...................................................................................... 13 

因應虛擬世界法規調適商業法制環境建置計畫(1/4) ...................................... 15 

會計資訊品質提升計畫(1/4) .............................................................................. 18 

商業服務業科技整合服務加值計畫— 

商業服務業科技化與國際化發展計畫(4/4) .............................................. 20 

以服務加值再造生活服務業競爭力計畫(1/4) .......................................... 24 

全球產業合作推動及商務科技化示範應用計畫— 

智慧聯網商區整合示範推動計畫(4/4) ...................................................... 26 

電子商務雲端創新應用與基礎環境建置計畫— 

電子商務雲端創新應用與基礎環境建置計畫(4/4) .................................. 28 

電子商務發展趨勢暨法治規劃研究計畫 .................................................. 31 

社群分享商務推動發展計畫(1/4) ...................................................................... 35 

電子商務兆元推升計畫— 

電子商務兆元推升計畫(1/4) ...................................................................... 39 

電子商務個人資料管理制度推動計畫(1/4) .............................................. 42 

物流業創新服務推動計畫— 

供應鏈重整之物流推動計畫(4/4) .............................................................. 45 

物流中堅企業國際化推動計畫(1/4) .......................................................... 47 

低溫物流國際化發展推動計畫(4/4) .................................................................. 49 

傳統產業亮點維新計畫— 

推動保鮮溯源物流服務計畫(3/4) .............................................................. 51 

全通路智慧加值共通應用平台推動計畫— 

商業服務價值提升計畫(4/4) ...................................................................... 53 

商業服務跨業聚合加值推動計畫(2/2) ...................................................... 55 

商業場域科技應用示範推動計畫— 

時尚產業科技行銷應用計畫(1/4) .............................................................. 58 

新興科技商業應用體驗環境推動計畫(3/4) .............................................. 61 

台灣餐飲國際化及科技化服務計畫— 



 

臺灣餐飲業科技化服務及發展計畫(2/4) .................................................. 65 

臺灣餐飲業行銷推廣計畫(2/4) .................................................................. 67 

傳統產業亮點維新計畫— 

餐飲老店故事行銷計畫(3/4) ...................................................................... 70 

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3/4) .................................................................................. 72 

服務業能源管理與技術輔導計畫(1/2) .............................................................. 74 

商業服務業發展動能推升計畫(1/4) .................................................................. 76 

服務業結構調整與科技應用規劃計畫(1/2) ...................................................... 82 

第四篇 成功輔導案例介紹...................................................................................... 85 

商業服務業科技化與國際化發展計畫 【B2B企業採購供應鏈APP服務應用】

 .............................................................................................................................. 85 

電子商務雲端創新應用與基礎環境建置計畫【協助業者發展創新行動應用】

 .............................................................................................................................. 87 

商業服務價值提升計畫【電商商品庫跨境服務提升計畫】 .......................... 89 

低溫物流國際化發展推動計畫 【低溫品集運跨境及城市儲配服務體系推動

－農產品跨國冷鏈物流服務模式】 .................................................................. 91 

物流中堅企業國際化推動計畫 【貨物來臺灣中轉之物流服務模式－整合近

洋與遠洋航線貨源擴大多國集倂櫃(物)服務】 ............................................... 93 

供應鏈重整之物流推動計畫 【東南亞電商銷售之跨境運籌與物流服務建置】

 .............................................................................................................................. 95 

推動保鮮溯源物流服務計畫【城市物流自動存取服務模式】 ...................... 99 

商業服務跨業聚合加值推動計畫【養生樂活商業服務生態系】 ................ 101 

臺灣餐飲業科技化服務及展計畫 【飲料店雲端接單與消費者外送團購行動

平台創新服務計畫】 ........................................................................................ 104 

臺灣餐飲業行銷推廣計畫【食旅臺灣味聯合行銷推廣】 ............................ 106 

餐飲老店故事行銷計畫 .................................................................................... 110 

新興科技商業應用體驗環境推動計畫【自主式樂活調控餐創新實體店計畫】

 ............................................................................................................................ 112 

時尚產業科技行銷應用計畫【運用科技讓 VIP 試衣體驗再升級】 ........... 116 

連鎖加盟業能量厚植暨發展計畫【發展國際市場】 .................................... 119 

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SIIR)－創新營運類別 【鞋品無人化門市創新行銷模式

計畫】 ................................................................................................................ 122 

 



 

1 

第一篇 前言 

第一章 商業發展政策與願景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資料顯示(參下頁表 1)，2015 年我國服務業實

質國內生產毛額（GDP）約 10 兆元，佔整體產業比重達 64.85%，在

面臨國內外經濟復甦動能遲緩、全球金融市場動盪不安等利空因素影

響，連帶壓抑內需市場表現，僅較 2014 年微幅成長 1.15%；而此低

迷景氣延續到 2016 年上半年為止，下半年才因出口由衰退轉回正成

長，我國經濟表現才逐步回穩。 

至於 2015 年我國商業服務業（含批發、零售與餐飲業）GDP 為

3.42 兆元，佔整體產業比重為 21.59%，因國內經濟數據表現不如預

期，民眾購買意願降低，各通路商雖展開大規模促銷活動，但對於終

端買氣提振幅度有限，出現消費需求遞延情形，使產業景氣僅成長

0.42%；而至 2016 年第三季起才因出口改善，帶動消費與投資逐步上

揚，內需明顯回溫，有助推升商業服務業業績表現。 

再由投入面觀察，2015 年國內服務業就業人數為 660.9 萬人，較

2014 年增加 1.29%，占總就業人數比重 59.02%，顯示服務業為臺灣

就業市場的經濟主體。至於商業服務業（含批發及零售業、運輸及倉

儲業、住宿及餐飲業）就業人數為 309.2 萬人，佔總就業人數約 27.61%，

較其他細項服務業高，可知其具有較佳的就業吸納效果，可扮演支撐

產業間或與終端消費者的要角；在整體產業發展與轉型過程中，足以

擔任推升我國經濟成長的關鍵性角色。 

為加速產業結構轉型腳步，經濟部積極推動「經濟動能推升方案」，

以「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與國際化、傳統產業特色化」(三

業四化)為主軸，全方位推動國內產業優化轉型。 

由於服務業吸納就業效果大，且具有在地消費、投資特性，對擴

大內需、促進就業及改善所得分配有很大助益。為進一步強化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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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動能，特別針對主管的批發零售、餐飲、物流等 8 項主要服務業

及數位內容、無線寬頻應用等 7 項整合性服務業提出「經濟部服務業

發展藍圖」，作為經濟部推動服務業之指導方針。其與「三業四化」

－服務業科技化與國際化呼應外，另增「服務業整合化與特色化」，

加強服務業跨領域整合與差異化，進一步提升附加價值並擴大服務市

場規模，使服務業成為帶動台灣經濟持續成長的引擎。 

表 1 我國商業服務業近年表現 

年 

產出面 投入面 

服務業 商業服務業 服務業 商業服務業 

成長率 

(%) 

占整體 

比重(%) 

成長率 

(%) 

占整體 

比重(%) 

就業人數 

(千人) 

佔整體 

比重(%) 

就業人數 

(千人) 

佔整體 

比重(%) 

2007 － 67.86 － 23.09 5,962 57.92 2,878 27.96 

2008 0.37 68.25 0.37 23.01 6,036 58.02 2,871 27.60 

2009 -1.03 68.55 -2.20 22.86 6,051 58.87 2,830 27.53 

2010 6.30 65.95 6.87 22.08 6,174 58.84 2,878 27.43 

2011 3.07 65.27 4.14 22.16 6,276 58.60 2,902 27.10 

2012 1.27 64.96 1.33 22.00 6,380 58.75 2,964 27.29 

2013 2.29 65.15 2.64 22.09 6,456 58.87 3,017 27.51 

2014 3.24 64.13 3.53 21.99 6,525 58.90 3,050 27.53 

2015 1.15 64.85 0.42 21.92 6,609 59.02 3,092 27.61 

2016(Q1～Q3) - 64.77 - 21.59 6,683 59.19 3,126 27.69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http://ebas1.ebas.gov.tw/pxweb/Dialog/NI.asp），總體統計資

料庫（http://ebas1.ebas.gov.tw/pxweb/Dialog/statfile9L.asp）。 

註：1.商業服務業包含批發及零售業、運輸及倉儲業、住宿及餐飲業。 

2.2016 年： 

 產出面各業成長率係相對去年同期(Q1～Q3)計算而得。 

 投入面之就業人數採用 10 月公布資料。 

3.投入面就業人數 2011 年以前採用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八次修正)數據，之後採用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九次修正)數據。 

配合經濟部主要施政方向與措施，商業司對於主管範圍－批發零

售、餐飲、物流、廣告及電子商務等服務業，以發展國際化、開拓廣

大市場之思維，分別提出至 2020 年的發展願景，並就該產業 GDP 實

質成長率、人均 GDP、就業人數與勞動報酬占 GDP 比重等指標擬定

發展目標，同時據此制訂相對應的個別產業發展策略與亮點措施，以

協助業者因應當前商業環境快速發展所需的立場，持續透過顧問諮詢、

ICT 技術導入、資金挹注、人才培訓等等輔導措施及相關作為，來協

助我國商業服務業業者達到創新營運模式、強化企業體質、提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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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與服務品質、增強國際競爭力等目標。關於 5 項產業未來發展藍

圖，請參圖 1～圖 5。 

 

圖 1  2020 年批發零售業發展藍圖 

 

 

圖 2  2020 年餐飲業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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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020 年物流業發展藍圖 

 

 

圖 4  2020 年廣告業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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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020 年電子商務業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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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商業司委辦計畫清單 

為配合經濟部長期推動的「產業轉型」政策，商業司除持續創造

商業服務業更有利的發展條件，並發揮實質功能，以發展商業創新服

務與科技應用及重點服務業為施政重點，協助我國商業服務業業者達

到創新營運模式、強化企業體質、提升技術水準與服務品質、增強國

際競爭力等目標。下表列出商業司現行執掌之商業發展與科技業務詳

細計畫清單。 

表 2 105 年度商業司施政計畫清單 

工作 

計畫 
重要計畫項目 中程計畫 細部執行計畫 

推 
動 
商 
業 
現 
代 
化 

連鎖加盟業能量厚植

暨發展計畫 
連鎖加盟業能量厚植暨發展計畫(1/4) 

廣告設計服務業加值

計畫 
廣告設計服務業加值計畫(1/4) 

推 

動 

商 

業 

科 

技 

發 

展 

商業服務業科技化計

畫 

商業服務業科技整合服務

加值計畫 

商業服務業科技化與國際化

計畫(4/4) 

全球產業合作推動及商務

科技化示範應用計畫 

智慧聯網商區整合示範推動

計畫(4/4) 

物流國際化與科技化

推動計畫 

物流業創新服務推動計畫 

供應鏈重整之物流推動計畫

(4/4) 

物流中堅企業國際化推動計

畫(1/4) 

傳統產業亮點維新計畫 
推動保鮮溯源物流服務計畫

(3/4) 

低溫物流國際化發展推動計畫(4/4) 

電子商務發展與安全

推動計畫 

電子商務兆元推升計畫 

電子商務兆元推升計畫(1/4) 

電子商務個人資料管理制度

推動計畫(1/4) 

電子商務雲端創新應用與

基礎環境建置計畫 

電子商務雲端創新應用與基

礎環境建置計畫(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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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計畫 
重要計畫項目 中程計畫 細部執行計畫 

電子商務發展趨勢暨法治規

劃研究(1/1) 

社群分享商務推動發展計畫(1/4) 

提升服務業競爭力與

高值化輔導 

商業場域科技應用示範推

動計畫 

時尚產業科技行銷應用計畫

(1/4) 

商業服務業科技整合服務

加值計畫 

以服務加值再造生活服務業

競爭力計畫(1/4) 

服務業能源管理與技術輔導計畫(1/2) 

因應虛擬世界法規調適商業法制環境建置計畫 

會計資訊品質提升計畫(1/4) 

服務業結構調整與科技應用規劃計畫(1/2) 

台灣餐飲國際化及科

技化服務計畫 

台灣餐飲國際化及科技化

服務計畫 

臺灣餐飲業科技化服務及發

展計畫(2/4) 

臺灣餐飲業行銷推廣計畫

(2/4) 

傳統產業亮點維新計畫 餐飲老店故事行銷計畫(3/4) 

商工資訊創新服務與

安全認證推動計畫 
商業資訊躍升計畫(1/4) 

商業發展科技研究能

量建置及輔導計畫 

商業場域科技應用示範推

動計畫 

新興科技商業應用體驗環境

推動計畫(3/4) 

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3/4) 

商業服務業發展動能推升計畫 

推動優質智慧商業計

畫 

全通路智慧加值共通應用

平台推動計畫 

商業服務業跨業聚合加值推

動計畫 

商業服務價值提升計畫(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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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推動商業現代化計畫介紹 

連鎖加盟業能量厚植暨發展計畫(1/4) 

執行單位： 台灣經濟研究院 

執行時程： 105 年 3 月～105 年 12 月 

執行經費： 18,665 千元 

一、 計畫目標 

以「厚植體質能量」、「發展國際市場」以及「提升服務品質」為

目標策略，推動各項行動措施，協助連鎖產業全方位發展，聚集企業

能量，以整合服務模式，強化企業競爭力。 

二、 計畫內容概要 

（一） 厚植體質能量 

1.依據企業規模與輔導需求，分別提供連鎖總部業者體質診斷

與輔導、企業規模擴展輔導、企業人才培育課程、諮詢服務

等資源，以改善企業體質，推動企業營運健全發展。 

2.分別辦理連鎖產業策略規劃會議、新創企業媒合會與前景研

討會，促進企業相互交流，以創造新的合作契機。 

（二） 發展國際市場 

1.協助零售及連鎖加盟產業與國際企業交流，並透過組團赴目

標市場參加國際相關展會，增加國際市場曝光機會，藉以發

掘企業合作商機。 

2.輔導連鎖企業新增服務輸出與拓展海外據點，成為國際化總

部。 

（三） 提升服務品質 

依據企業需求，協助提供政府有關單位之行銷資源、或轉介

政府有關輔導/補助申請等，並透過顧客滿意度模型導入，精

進曾獲優良服務認證之企業門市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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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一） 厚植體質能量措施 

1.完成 10 家企業總部體質診斷輔導，共計創立 2 項新品牌、

完成簽署 1 份與印尼合作夥伴之技術授權書、完善 3 份加

盟契約內容。 

2.完成 10 家企業規模擴展輔導，共計完成展店 3 家。 

3.完成 3 家企業內訓人才培育課程，總培訓 242 人次，共計

拓展 1 個門市展店。 

4.完成 3 場次連鎖產業策略規劃會議，共計 150 家企業與會。 

5.完成辦理 2 場次，共計招募 11 家新創企業以及邀請 15 家

投資管理公司媒合與洽談。 

6.完成辦理 1 場次前景研討會，共計 80 家企業(118 人)與會。 

7.完成 110 件連鎖加盟諮詢服務。 

8.完成連鎖產業經營概況調查報告一式。 

9.完成產業新聞與情分析共計 14 份雙週報。 

10.完成調查國內市場批發零售業之新投資案源金額達 550.15

億。 

（二） 連鎖企業國際化輔導 

1.完成 6 家連鎖企業輔導，新增 6 項服務輸出、10 個海外據

點。 

2.參加菲律賓亞洲連鎖加盟展與中國大陸秋季(福州)糖酒會等

2 場，共計 25 家連鎖企業共同參展，促成 6 件商機媒合，

並預估商機 315 萬美元。 

（三） 優良服務認證退場機制 

1.完成 6 場次優良服務認證訪視說明會，共計 88 位訪視員與

會。實際完成 840 家總部分店與 834 家單店或多店企業，共

計 1,674 家訪視。 

2.完成 2業態共計 8家曾獲優良服務認證企業導入顧客滿意度

模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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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成辦理 3 場次導入說明會，共計 22 家曾獲優良服務認證

連鎖企業總部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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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設計服務業加值計畫(1/4) 

執行單位： 中國生產力中心 

執行時程： 105 年 4 月～105 年 12 月 

執行經費： 6,300 千元 

一、 計畫目標 

促進廣告設計服務業國際交流，及因應數位科技發展，鼓勵臺灣

青年創新並培育人才國際化。 

二、 計畫內容概要 

（一） 創意彰顯，國際爭鋒 

1. 辦理國際交流展活動，展現我國創意創新能量，行銷優秀青

年設計師，提高國際知名度。 

2. 辦理國際專業課程，引進國外創意、品牌行銷等觀點，提升

國內人才多元設計服務能力。 

3. 協助優良作品參與國際競賽，奠基臺灣於國際的創意排名及

促進國際曝光。 

（二） 網實整合，知識擴散 

1. 辦理 DigiAsia 數位亞洲大會活動，突顯我國廣告行銷專業及

國際視野；辦理國際設計論壇，協助業者瞭解全球發展趨勢，

累積國際競爭力。 

2. 維運社群交流平臺，發揮知識分享、計畫廣宣擴散之綜效。 

3. 透由小聚交流，以數位化整合行銷與國際化經營觀點為研討

議題，促進產業交流，提升從業人員服務能量。 

（三） 行政管考，政策配合 

配合政策支援活動、管考及廣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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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一） 創意彰顯，國際爭鋒 

1. 辦理「國際傑出海報作品展」及「ASPac 亞洲包裝設計競賽

-台灣區優選作品展」，吸引共 2,404 人次參與；展現我國創

意創新能量，行銷台灣優秀青年人才知名度，提升國際互動

交流。 

2. 辦理「從產地到餐桌的品牌設計國際創意工作坊」及「國際

化品牌創意工作坊」共 2 場次，培訓 53 人次，促成商機媒

合 3 案，提升國內人才掌握創意設計關鍵技術，強化多元行

銷服務能力。 

3. 協助優良廣告業者參與坎城國際創意節、THE ONE SHOW

等競賽，設計作品參與德國 iF 與 Red Dot 等競賽，獲獎數達

71 件，提升臺灣於國際之創意排名。 

（二） 網實整合，知識擴散 

1. 與臺北市廣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合作辦理 DigiAsia 數位亞

洲大會，共計 12 個國家，587 人次參與大會；辦理國際設計

趨勢論壇，培訓 108 人次，藉由國際設計專家及國內設計新

銳演講，協助業者瞭解全球發展趨勢，累積國際競爭力。 

2. 維運臉書粉絲團，貼文數 236 則，粉絲數 3,353 人，觸及人

數達 319,997 人次；建立 line 群組交流平臺，提升計畫及產

業資訊交流互動，發揮知識擴散之整體綜效。 

3. 辦理廣告設計小聚活動 6 場次，培育跨界人才共 266 人次，

促成合作洽談 2 案，強化數位整合行銷與國際化經營策略能

力，引領產業跨領域創新加值，提升從業人員服務能量。 

（三） 行政管考，政策配合 

1. 研擬全程計畫說明書一式，配合政策支援活動、行政管考。 

2. 刊登產業重要資訊於廣告及設計專業雜誌共 12 期；活動廣

宣媒體曝光 54 則，以達擴散計畫活動及廣宣成效。 

3. 廣告趨勢與市場商情蒐集 1 式，供產業政策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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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推動商業科技發展計畫介紹 

商業資訊躍升計畫(1/4) 

執行單位： 宏碁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時程： 105 年 1 月～105 年 12 月 

執行經費： 89,230 千元 

一、 計畫目標 

深化雲端服務與技術，再造商工行政資訊系統與便民應用服務。 

二、 計畫簡介 

（一） 資訊系統再造，主要包含： 

1.公司登記與管理系統再造（第一階段）。 

2.案卷影像管理系統再造。 

3.公示資料檢索系統再造。 

（二） 雲端技術深化 

1.資料庫移轉至 x86 架構平台 

2.資料庫同步機制建置 

3.虛擬化平台異地備援機制。 

（三） 開放資料及跨域服務深化 

1.擴增開放商工行政資料集及 API。 

2.強化動產擔保交易系統。 

（四） 入口網與業務輔助服務強化 

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及業務輔助服務再造與維運。 

（五） 資訊系統資安防護 

1.商工行政服務系統資安防護相關工作 

2.系統效能監控與個資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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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一） 資訊系統再造 

1. 再造商工登記系統，協助政府建構更好的商業環境，促進企

業發展，也可提升系統可用性、簡化系統維護成本。 

2. 建置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檢索系統及登記資料異動主動通知

機制，提供全方位的商工登記資料查詢服務，減少民眾操作

複雜度，讓民眾可以掌握即時商工異動資訊。 

（二） 雲端技術深化 

1. 成功移轉17個商工系統至虛擬化環境，合計節省成本46,558

千元。 

2. 移轉商工行政資料庫至X86架構平台，當同時作業人數為

200人，舊商工資料庫回應時間為13.359秒，新商工資料庫

僅需時2.391秒，效能提升5.5倍。 

3. 異地備援環境應用伺服器採用雲端與實體資料庫混和雲的

方式提供服務，可隨時增加所需運算資源。 

（三） 開放資料及跨域服務深化 

1. 擴增開放75項商工資料集及8項API，使用次數達,2,600萬以

上，增加商工登記資料透明度，提高商業資訊附加價值。 

2. 結合第21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共辦理3

場推廣說明會，激發更多青年學子將學術研究與實務經驗緊

密結合，進而提升本商工行政開放資料應用之價值。 

（四） 入口網與業務輔助服務強化 

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精進網站架構並採用響應式網頁開

發技術，入口網使用次數於 10 月底已達 1914 萬次，滿意度度

達 80.39。 

（五） 資訊系統資安防護 

進行商工行政服務系統資安防護相關工作、系統效能監控與個

資防護，確保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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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虛擬世界法規調適商業法制環境建置計畫(1/4) 

執行單位： 商業發展研究院 

執行時程： 105 年 4 月～105 年 12 月 

執行經費： 2,834 千元 

一、 計畫目標 

鑒於現代消費型態趨於多元，新型態虛擬商業活動產業蓬勃發展，

故推動此計畫，以利有效管理商業，而其主要達成目標如下： 

（一）健全公司登記制度功能 

1.深入探討世界各國公司登記業務之主管機關，依行政機關或

法院之不同登記機關所衍生登記與管理之作法有何不同。並

且藉由訴訟紛爭解決方式分析，調整登記單位登記地位，並

明確登記內容應為廠商聲明內容，由廠商或其他專業人士承

擔登記內容不實或虛假情形，減少登記單位涉訟情形。 

2.為因應國際化及科技化之趨勢，例如提供跨國化及虛擬化服

務之新興產業，是否能適用現行登記業務等。以國際上指標

國家制度進行研究，盤點登記制度之缺口，檢討我國登記業

務。 

（二）虛擬世界產業與公司法制之法規調適 

1.鑑於行政院虛擬世界法規調適計畫已由資策會科法所推動，

本部需針對該計畫所提出之議題為國際法令及作法之蒐集並

進行研究，作為我國政策之參考。 

2.由於虛擬世界發展帶來新的創業契機，公司法也定有閉鎖性

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研析現行法制調適，以營造有利於商

業組織發展之規範。尤其於世界標竿先進國家如英國、美國、

歐盟等是否針對虛擬世界商業活動差異性，有調整商業組織

法規，則應進行盤點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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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簡介 

（一）檢視現行法規與網際網路產業發展趨勢扞格之處，提出法規研

修建議，及配合經濟部需求，提供相關法制諮詢。同時，研修

現行法規，併同參考標竿國作法及專家意見，以協助主管機關

法制作業。 

（二）將深入探討世界各國公司登記業務之主管機關，依行政機關或

法院之不同登記機關所衍生登記與管理之作法有何不同。為因

應國際化及科技化之趨勢，提供跨國化及虛擬化服務之新興產

業，是否能適用現行登記業務等。 

（三）以國際上指標國家制度進行研究，盤點登記制度之缺口，檢討

我國登記業務。 

由於虛擬世界發展帶來新的創業契機，公司法也定有閉鎖性股

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研析現行法制調適，以營造有利於商業組

織發展之規範。 

三、計畫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一）登記制度全盤檢討修正建議 

1.在公司登記、公告資訊正確性確保的情況下，交易安全性得

以受到保障、交易決策及成本亦因此而大幅降低。 

2.配合本次公司法其他章節的修正，電子登記系統的設置，將

可大幅縮減公司設立所需時間及成本，令事業甚至得於數小

時內完成公司設立程序，鼓勵新創事業的設立。 

3.電子登記、公告及送達資訊系統的建置，不僅可以大幅減少

公司為(變更)登記所需付出之成本，且對於政府而言亦可減少

其紙本費用之負擔，且於公司或其登記專責人員負責正確性

確保的情況下，減少登記主管機關之審查成本。 

4.因整體登記系統所得之資訊成為一種相當有用的大數據資料，

不僅可於隱藏其個別資料而提供給民間使用、研發新型資訊

商品外，亦可作為政府決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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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若能成立專業的行政法人建置、營運「登記、公告及送達資

訊系統」，則因行政法人專業人士延攬、薪資結構較為彈性，

當可期待因更多專業人士的加入，提升其專業能力、隨時配

合經濟情勢發展而 update 該當資訊系統，符合時代需求。 

（二）電子商務跨域交易糾紛防範 以電子禮券為中心 

建議我國可制定電子支付管理法等電子支付專法，將目前

區分為電子禮券、電子票證及電子支付機構之業務均納入其規

範，並以其收受使用者儲存金額達到一定之額度為該電子支付

機構是否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之標準，俾能使我國受法規限

制而停滯不前之電子支付產業注入活水，並避免目前由大型財

團壟斷電子支付市場之情形，更增加法規之彈性，使未來新創

型態之支付方式亦受其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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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資訊品質提升計畫(1/4) 

執行單位： 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執行時程： 105 年 1 月～105 年 12 月 

執行經費： 4,000 千元 

一、 計畫目標 

（一）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之維護及釋疑 

1.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之維護與升級。 

2.會計問題研議。 

3.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之參考範例。 

4.配合經濟部舉辦企業會計準則公報會議。 

（二）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之成果說明會 

1.於北中南各地舉辦企業會計準則公報成果說明會。 

2.將成果說明會之影音內容上傳本會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專區

網站。 

二、 計畫簡介 

（一）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之維護、釋疑 

1.草案研擬作業：由專案研究員研擬草案初稿。 

2.會議審議作業：初審委員對研究員研擬之草案初稿進行初審，

隨後召開委員會對初審委員通過之草案進行討論。 

3.訊息發布作業：將完成之成果於基金會網頁發布消息。 

（二）企業會計準則公報成果說明 

1.宣導會規劃作業 

2.宣導會執行作業 

三、計畫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一）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之維護及釋疑 

1.完成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之問答集 100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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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成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之參考範例 100 則。 

3.完成企業會計準則公報與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及 IFRS 正體中文

版之差異分析乙份。 

4.更新本會網站所設立之企業會計準則專區網頁內容，包括企

業會計準則公報差異分析、問答集內容閱覽、參考範例內容

閱覽、最新研擬動態、企業會計準則宣導會課程影音紀錄等

資訊。 

5.配合經濟部舉辦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之會議。 

（二）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之成果發表 

1.於北中南各地舉辦十場企業會計準則公報成果發表會：推廣

族群鎖定各行業公司經營者、財務主管、財務會計從業人員

及一般社會大眾，透過互動式的研討與交流，使參與者增加

對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之了解，進而提升企業財務資訊品質及

經營管理效能。 

2.成果說明會之影音內容上網：於本會網頁中之企業會計準則

專區上傳各場成果發表會之錄影，使未能到場參與之人士亦

能透過觀看錄影內容，加強對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之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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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服務業科技整合服務加值計畫— 

商業服務業科技化與國際化發展計畫(4/4) 

執行單位： 資訊工業策進會 

執行時程： 105 年 4 月～105 年 12 月 

執行經費： 27,265 千元 

一、 計畫目標 

1. 輔導至少 50 家商業服務業者導入雲端行動服務技術於其顧客

消費端，並運用行動銷售工具/平台進行行銷與強化消費者體驗，

累積各領域商品資料庫 2000 筆。 

2. 建立商業服務業行動與雲端科技培訓服務，至少 25 家商業服

務業者參與，完成 1000 人次訓練。 

3. 推動品牌零售服務應用案例 10 件，推動服務體驗人次 2 萬人

次 

4. 協助業者發展商業服務業之行動行銷雲端應用服務平台。 

5. 推動我國商業服務業者，應用數據經營於商業模式，串接行動

銷售供應鏈至少 5 家 

6. 建立跨國商業運籌科技應用示範案例 3 件 

7. 技轉家數 3 家以上及促成之授權金或民間收入總額達 300 萬元 

8. 預期推動國內業者達成交易額 1 億元；推動業者達成跨境交易

額 5000 萬元 

9. 海外辦理國際化成果發表 1 場次 

10. 辦理全期程之成果發表與展示至少 2 場 

二、 計畫簡介 

（一） 以品牌行動 App 為工具，協助電商平台與零售業者發展創新

商業模式 

輔導既有網路電商平台業者運用行動銷售與管理服務平

台(KD8 開店吧)即可擁有行動商務功能，以品牌行動 App 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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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銷售領域，掌握行動優先的購物商機。同時，協助傳統零

售業者以自有品牌 App 為媒介經營忠實粉絲會員，以個人化

行銷服務增強顧客體驗、提高銷售。 

 

（二） 以行動行銷與應用服務平台 TW Good 建立台灣品牌形象，促

成 MIT 商品跨境銷售 

行動行銷與應用服務平台 TW Good 以大馬消費者為目標

對象，為 MIT 商品的跨國直接銷售管道，透過台灣相關的美

食景點專題報導與熱門商品資訊為台灣建立良好品牌形象，

同時結合馬來西亞七大電商平台的台灣商品直接導購連結，

促成 MIT 商品跨境銷售。 

（三） 行動商務解決方案各國合作與代理，國際行動服務能量輸出 

以東協為目標，與馬來西亞業者 EasyStore、新加坡 McCoy

及泰國 Adasoft Co.合作「行動銷售與管理服務平台 KD8」的

代理維運服務，營運模式為由我方負責技術維運，業者負責在

地通路建置及行銷推廣，以每家服務代理費用一年台幣 150 萬

元及銷售收入 3%分潤方式成為解決方案收入來源，除達到國

際行動服務能量輸出的目標，也希望以此方式佈局 MIT 產品

的外銷通路，推動 MIT 產品的品牌全球化行銷。 

 

（四） 行動商務服務與數位行銷輔導培訓，培育行動商務經營人才 

    協助商業服務業者建立準確的數據搜集與分析技術為基

礎，以解決業者跨足電子商務的數位門檻，培訓六大主題包

含 Facebook 廣告、 Google AdWords 、 Google Analytics 、

部落客行銷、EDM 行銷、行動數據分析，以實務與實用性極

高的主題課程，培育行動商務經營人才，同時也將此課程放

置於線上學習平台，促進知識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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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一） 協助商業服務業者發展科技化，以行動銷售通路帶動業績成長 

1. 協助 83 家國內業者以品牌行動 App 商店進入行動銷售領域，

品牌 APP 已於 9 月起陸續正式上線營運。 

2. 協助 5 家廠商加強數位行銷能量，串接其行動銷售的供應鏈

提升品牌銷售力。業績平均成長 24%，成長最多的 wiwi 甚

至成長高達 150%，品牌 App 合計有近七千人次下載。  

3. 累積之各領域商品資料達 8114 筆。 

4. 協助傳統零售業者導入科技化雲端行動服務，建立品牌創新

應用服務案例 10 件。 

5. 推廣科技化行動服務體驗，累積 2,111,051 服務體驗人次、

營業額達 238,992 仟元。 

（二） 推動商業服務業者發展國際化，以行動行銷與應用服務平台促

成跨境銷售 

1. 運用行動行銷與應用服務平台 TW GOOD 的社群行銷與導

購模式，與大馬七大電商平台 11 Street、EASYSHOP、

Gemfive、i-Pmart、Lazada、Lelong.my、Logon 合作，帶領

宏碁 Acer、華碩 Asus、雅聞 Arwin、老媽拌麵、京都念慈

庵等 200 家台灣品牌業者跨境銷售七千件 MIT 商品，共創

營業額馬幣 8,336,801 元(約台幣 5960 萬元)。 

2. 建立跨國商業運籌科技應用示範案例 3 件，分別為馬來西亞

EasyStore 提供加值付費 App 生成應用程式、協助馬來西亞

EASYSHOP 拓站行動銷售通路、與新加坡 McCoy 合作新、

馬、印尼三國之 KD8 代理服務。 

（三） 以科技培訓服務提升業者行動商務經營能量 

1. 以實體與線上行動電商主題培訓課程協助傳統零售業者降

低數位科技服務的門檻，共舉辦 20 場行動與雲端科技培訓

活動，完成 230 家業者、1808 人次培訓。 

（四） 計畫成果擴散與行動商務解決方案外銷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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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7 於中創園區「行動商務平台廠商分享與成果展示」、

11/4(五)於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行動電商大躍進，跨境行

銷創商機」跨境電子商務論壇暨計畫成果發表會;另於 10/25

於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辦國際化成果發表 1 場。 

2. 與馬來西亞 EasyStore、新加坡 McCoy、泰國 Adasoft Co.合

作，以業者負責在地通路建置及行銷推廣、我方負責技術維

運的模式將計畫發展之行動商務解決方案外銷國際。 

  



 

24 

商業服務業科技整合服務加值計畫— 

以服務加值再造生活服務業競爭力計畫(1/4) 

執行單位： 資訊工業策進會 

執行時程： 105 年３月～105 年 12 月 

執行經費： 14,300 千元 

一、 計畫目標 

藉由科技化服務加值與推廣，提升我國生活服務業之經營體質及

能力，進而達到「推動臺灣生活服務業之科技應用創造新服務，創造

服務創新衍生新收入」之願景。促使內需型產業轉型升級，以因應外

來資金、業者對於本地產業的衝擊。 

二、 計畫簡介 

（一） 研析生活服務業創新應用案例並編輯成冊；維運生活服務業社

群網路平台 

（二） 我國民眾生活現況及需求調查 

（三） 生活服務產業質化調查 

（四） 研擬示範案需求規格書並辦理徵選作業 

（五） 辦理徵求說明暨業者交流活動 3 場次。 

（六） 輔導 105 年生活服務業加值應用示範案服務規劃與建置及服

務績效評估之輔導服務。 

（七） 持續輔導 104 年示範案成效評估與推廣 

（八） 辦理計畫成果整合暨網路行銷活動 

（九） 辦理計畫成果實體發表活動 

（十） 辦理洗衣技能與經營相關訓練課程 

（十一） 籌組顧問講師團及規劃辦理輔導講座 

三、 計畫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一） 輔導生活服務產業洗衣、美髮、寵物美容、外送及餐飲，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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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流程再造、服務管理科技化或行銷模式創新，形成 5種新

型態的服務模式。 

（二） 發展生活服務產業中跨領域的 ICT服務價值鏈，引導提升整體

產業服務價值，促進衍生產值 1,500萬元。 

（三） 輔導美髮、洗衣及餐飲店導入示範案科技應用，共計480家店。

寵物美容師使用科技服務執行業務 100位。 

（四） 完成 7場輔導講座辦理，並提供 127家店諮詢輔導)、輔導 23

家洗衣/美容公會提升企業會員服務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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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產業合作推動及商務科技化示範應用計畫— 

智慧聯網商區整合示範推動計畫(4/4) 

執行單位： 資訊工業策進會 

執行時程： 105 年３月～105 年 12 月 

執行經費： 51,614 千元 

一、 計畫目標 

（一）於北、高 2 個商區，推動 6 項聯網商務服務，促成 30 萬人次

體驗。 

（二）形成 3 家創新服務營運商，引動 3 件投資，創造投資金額 7,000

萬元以上。 

（三）發展 1 項整合型聯網技術解決方案，至少 2 項場域型應用解決

方案。 

二、 計畫簡介 

（一）以智慧聯網推動服務轉型：發展商業服務領域之解決方案，加

速服務業科技化轉型 

（二）發展關鍵技術應用方案：發展具擴展性之關鍵技術應用，拓展

創新市場 

（三）接軌國際物聯網商務趨勢：藉由實驗示範，與國際相關組織交

流，創造合作商機 

（四）推升商業服務創新動能：面對國際競爭，我國商業在商店體驗、

商鏈整合、商區環境亟需創新性的推升動能，智慧聯網應用是

最佳方案 

（五）促成智慧商務產業聚落：透過智慧聯網產生鏈結，藉以促進都

會聚落經濟 

三、計畫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一） 形成 4 組創新服務營運商(磐雲及台灣國際、易飛網、壹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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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媒體)，並集結設備業者、場域業者、周邊店家，帶動總

投資額 11,120.8萬元。 

（二） 以信義商區及大高雄地區為示範場域，並擴散至桃園、臺南、

屏東等傳統商圈，建構 11項智慧聯網商業服務與加值應用。 

（三） 以智慧聯網推動服務轉型、扶植商家發展營銷新通路、改變傳

統的廣告推播方式、創造新的商業模式。集結連鎖超商、購物

中心、餐廳、傳統店家、停車場等至少 6,000家業者參與智慧

聯網商務應用，增加商區整體產值 1.8 億元，累計創造 80 萬

人次體驗，消費人次至少 40萬。 

（四） 辦理新加坡中華總商會來訪交流活動，拓展國際輸出管道。以

北高為創新事業育成場域基地，建立營運事業團隊，將海外跨

螢解決方案導入至新加坡百貨零售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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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雲端創新應用與基礎環境建置計畫— 

電子商務雲端創新應用與基礎環境建置計畫(4/4) 

執行單位： 資訊工業策進會 

執行時程： 105 年 1 月～105 年 12 月 

執行經費： 21,000 千元 

一、 計畫目標 

依據電子商務發展綱領，整合政策研析、調查研究、產業輔導、

行銷推廣人才，協助建構適合國內平台業者及已成熟商家與商品之電

子商務業者發展的基礎環境，並協助業者運用政府現行投資或補助機

制取得資金資源。主要重點： 

1、以議題協處與政策綱領研析健全電子商務價值鏈 

2、提升電商企業創新應用，協助關注民間投資與帶動創投 

3、結合臺灣網購業者促進網購發展和匯集擴散我國網購產業資訊 

二、 計畫簡介 

（一）以議題協處與政策綱領研析健全電子商務價值鏈 

因應電子商務趨勢演變，研擬並推動電子商務/電子交易相關

議題，協助行政院電子商務小組進行跨部會協調，並彙整具體

政策建言，及完善網路購物政策白皮書之電子商務子題內容與

作業，促進我國電子商務產業發展。 

（二）提升電商企業創新應用，協助關注民間投資與帶動創投 

配合政府與民間現有投資與媒合機制，促進投資電子商務產業，

以掌握電子商務產業投資現況，促使業者取得適當資金變強變

壯。 

（三）結合臺灣網購業者促進網購發展和匯集擴散我國網購產業資

訊 

結合網購平台進行全省網路開店巡迴列車，讓具特色的供應商

或創業者了解網路/行動開店的優勢，進而進駐開店，另導入



 

29 

在地服務，就近協助其營運。透過聯合網路購物/行動購物平

台業者引領具特色且具出口潛力的供應商或創業者，以整合行

銷方式推廣，創造網路購物趣話題，促進消費。同時，進行我

國 B2C 網路商店經營現況分析，提供業者與政府參考，並透

過活動及廣宣整合行銷推廣，達到擴散引動仿效的作用。 

三、計畫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一） 研究成果包含： 

1. 協助行政院電子商務小組召開院設小組會議，並彙整歷屆

成果協助進行移交工作項目。 

2. 配合國發會完成 ide@Taiwan 2020 政策白皮書滾動增修，

增修版本於 5 月 10 日經行政院核可通過，做為政府推動相

關政策的指導原則，並列入移交新政府項目。 

3. 辦理「跨境電子商務通關制度跨機關工作小組會議」，建構

以正面開放為主，負面管制為輔之跨境電子商務貨物通關

制度。 

4. 完成我國 B2C 網路商店經營現況調查報告。 

（二） 整合創新案例 1 案，協助業者發展行動應用創新，提升科技應 

用能力。促進電子商務產業在行動商務或雲端商務之創新應

用。 

（三） 產業經濟，協助產業發展： 

1. 辦理 4 場次網路零售產業/物流產業專家座談會，分別邀請

智財局與電商業者就專利佈局進行對談，邀請物流業者與

電商業者就促進電商物流服務系統，提供優質電商物流服

務對談。 

2. 推廣臺灣在地品牌，辦理網路聯合行銷活動，共有來自北

中南東 22 家品牌業者參與，採用直播平台結合網紅直播和

部落客推文、社群臉書專頁貼文分享等線上行銷模式，超

過 2,095 萬的活動曝光人次，讓臺灣的美好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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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生/環境，成果包含： 

1. 於北中南針對具有商品力業者，辦理 6 場次網路開店巡迴

列車，共 275 人次參加。與網購平台共同輔導 38 家，促成

26 家網路開店，22 家為中南部業者。 

2. 於花東地區針對不會使用數位行銷工具業者，辦理 8 場次

數位行銷營巡迴列車，共 392 人次參加，學員立即應用線

上商品行銷。 

3. 依照企業資金需求規模，配合政府政策協助 8 家業者申請

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計畫。  

4. 協助國內 4 家廠商申請政府投資抵減等優惠，鼓勵電商企

業投入研發增強企業自身競爭力。 

（五） 其他績效構面，成果包括： 

協助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規劃「青年團隊政策好點子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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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雲端創新應用與基礎環境建置計畫— 

電子商務發展趨勢暨法治規劃研究計畫 

執行單位： 資訊工業策進會 

執行時程： 105 年 5 月～105 年 12 月 

執行經費： 9,440 千元 

一、 計畫目標 

（一）主動掌握國際電子商務發展趨勢以及國際電子商務法制發展

脈動，梳理我國產業發展政策方向，提出我國電子商務法制政

策修正以及發展建議。 

（二）完備電子商務關聯必要法制，包括經濟部主管第三方支付服務

之消費者保護以及洗錢防制等法制規範。並協助主管機關進行

相關定型化契約訪查，以健全電子商務產業發展，保護民眾權

益。 

（三）協助主管機關掌握國際經貿協議，包括 APEC、TiSA、TPP、

RCEP 等攸關電子商務發展之重要規範，在我國推動加入之際

可能對國內電子商務法制及產業發生之影響，並提供法制建言，

協助爭取我國最大利益。 

（四）進行國際電子商務法制觀測與專業研析，包括主要國家電子簽

章法制、近三年電子商務關聯法制發展，以及電子商務紛爭解

決機制研析，掌握國內法制現況與國際規範之銜接狀況，以及

存在落差時之法制調適方向。 

（五）擔任產業發展面暨法制規範面之政策幕僚，適時協助主管機關

解決電子商務法制以及政策爭議問題。並進行憑證實務作業基

準審查作業，協處公、私部門產生的法規適用問題，使電子商

務衍生之法制問題，迅速獲得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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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簡介 

（一） 電子商務發展趨勢研究 

1. 提供國際趨勢研析 

從國際大廠策略、國際消費趨勢、O2O 與創新應用等構面，

提供產業趨勢、經營模式、消費行為、市場商機等關鍵資訊，

協助業者掌握商機，研擬發展策略。 

2. 提供電子商務發展政策智庫幕僚服務 

不定期與產業專家進行溝通，因應電子商務產業國內外趨勢

與重大議題，即時完成臨時交辦事項，並提供政策建議與策

略規劃諮詢服務。 

3. 觀測國際趨勢 

觀測國際與中國大陸網路零售業趨勢有重大事項，即時主動

提供參考資料。觀測國際主要國家重要報告，提供網路零售

業交易額及成長率等產業數據。 

（二） 國內電子商務法制研擬與產業法遵落實 

1. 完備經濟部主管第三方支付法制 

協助研擬經濟部主管第三方支付服務(日平均餘額十億以下

的網路代理收付)之配套法制，包含制定經濟部主管第三方支

付服務之洗錢防制配套規範。 

2. 辦理網路交易相關定型化契約規範實務訪查 

A. 追蹤 2015 年「第三方支付服務業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暨「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實務訪查業者改善狀況。 

B. 新增至少 3 家第三方支付服務業定型化契約及 5 家網路交

易定型化契約實務訪查及協助業者改善。 

3. 參與國際經貿協議衍生法制議題協處 

配合參與我國與國際間經貿協議如APEC、TiSA、TPP、RCEP

等，並就電子商務相關法制議題進行協處及提供幕僚建議。 

4. 掌握產業法制適用現況與問題 



 

33 

定期了解電子商務產業經營面臨之法制適用問題，並辦理電

子商務法制宣導，強化產業與消費者對於電子商務法制之認

知。 

（三） 國內電子商務法制研擬與產業法遵落實 

1. 國際電子簽章法法制趨勢研究 

電子簽章法自 2002 年施行迄今，已逾十餘年。主要國家除日

益強化電子簽章之應用，對電子簽章及憑證機構之管理亦有

提升管理力道之勢。進行國際電子簽章法法制趨勢研究，以

作為主管機關後續推動之參考。 

2. 主要國家近三年電子商務法制發展研析 

觀察主要國家近三年來電子商務法制之進展與變革，協助主

管機關掌握國際法制趨勢，並提出法制研究報告與國內電子

商務法制政策發展建議。 

3. 國際與兩岸網路零售業線上交易糾紛與爭議解決機制 

網路交易糾紛之處理較實體交易不易，分析國際與兩岸網路

零售業線上交易糾紛與爭議解決機制，提出國內發展適當建

議。 

（四） 協助執行電子商務法制政策 

1. 網路交易糾紛之處理較實體交易不易，分析國際與兩岸網路

零售業線上交易糾紛與爭議解決機制，提出國內發展適當建

議。 

2. 提供電子簽章憑證實務作業基準審查專業意見。 

三、計畫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一） 協助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五點修正。經濟部並於 105 年 5 月 11 日公布經商字第

10502412040 號預告「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新法於 105 年 10 月 1 日生效施行。 

（二） 協助辦理「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34 

項第五點修正」宣導說明會。 

（三） 舉辦零售業等網路交易暨第三方支付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業者訪視籌備會，邀集審查委員包含臺灣科技大學

智慧財產學院林瑞珠特聘教授、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吳瑾瑜教授、

台北大學法律學系杜怡靜教授東吳大學法律學系余啟民副教

授以及中央和地方消費者保護官等，完成訪視 3 家第三方支付

業者及 5 家零售業等網路業者，同時，持續協助輔導相關業者

改正。 

（四） 東南亞商情分析暨會計、法律諮詢服務提供：因應新政府南向

政策，除就觀察東南亞電子商務法制之進展與變革，提出法制

研究報告與政策建議外，為活絡政府部門與業者間針對邁向東

協、投資東南亞之法制討論與互動，舉辦東南亞商情法制報告

座談會，邀請業界提供意見，以利未來協助有至前往東南亞發

展之電商業者獲得最即時協助。  

（五） 「電子商務產業發展指導小組」相關研析與幕僚業務： 

1. 針對電商產業現況與趨勢進行系統性、即時性蒐集與研析 

2. 採嚴謹產業分析方法，針對電商產業之環境趨勢、標竿大廠

與創新創事業進行掃描與分析，並每週定期瀏覽國際權威商

業、科技外電媒體如 TechCrunch、Fortune、Engadge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WebProNews、Bloomberg、BI Intelligence、

eMarketer、Reuters 等，精選國際電商即時要聞，且每月篩選

重要議題進行專題分析，針對電商產業短中長期之發展進行

系統性、即時性蒐集與研析。 

3. 出席電商指導小組第 9 次會議、報告國際電子商務發展趨勢

暨對台灣電商發展之啟示。 

4. 出席日本交流協會採訪台灣 EC 市場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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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分享商務推動發展計畫(1/4) 

執行單位： 資訊工業策進會 

執行時程： 105 年 3 月～105 年 12 月 

執行經費： 25,136 千元 

一、 計畫目標 

本計畫以培育網創團隊發展創新服務為核心主軸，加入近年熱門

的社群分享機制與數據分析技術之重點，計畫建立一套社群挖掘引擎，

並試圖結合政府各項開放資料之資訊，透過建立一個開放式的社群資

料平台，協助台灣網創團隊直接透過平台取得所需之資料，得以專心

發展創新社群技術或服務。同時，本計畫亦將擴大虛實整合之應用面，

結合大數據及社群商務技術，協助網創及實體業者進行服務之結合，

並將協助確保導入後之實用性與效益；與此同時，將鎖定中小型商店、

新型態店舖，以及新創品牌商家三種型態之實體企業，作為社群 O2O

服務導入實證之實體點位，並發展網創團隊與實體店家對接之媒合機

制，協助店家依照客戶類型、產品屬性、品牌特色、商圈性質等行銷

需求，挑選合適的新創 O2O 服務，並透過店家實證導入研究實體流

程與虛實服務整合之落差，藉以作為特殊情境流程與服務客製調整之

依據，並建立商店業者與網創服務團隊之長期合作之營運模式，把握

社群分享 O2O 商機，創造虛實產業鏈結的共同效益。 

（一） 推動國內網創業者積極發展商業 4.0 應用： 

找出網創團隊技術之根基，或鼓勵團隊積極發展適合通路

應用之新型技術，以達到台灣推動商業 4.0技術端能量之提升。 

（二） 集結通路及網創團隊進行商務技術對接： 

網創團隊的技術能量很高，然而卻難以將自身產品或技術

推向通路端，因此，本計畫將建立通路及網創團隊對接之橋樑，

透過定期辦理網創新型技術分享活動，讓通路可以選擇合適自

行品牌之技術或產品，一方面可協助通路進行商業 4.0之轉型，

而另一方面也可協助台灣網創公司能透過與通路之合作，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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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與市場接軌。 

（三） 透過社群挖掘引擎協助網創快速發展社群分享商務模式： 

透過本計畫打造之社群挖掘引擎平台，提供台灣網創業者

快速與全球各大社群平台對接，提供更多加值應用服務，以發

展出吸引人的商務模式，進而行銷全球。 

（四） 集結社群商務及新型態商業 4.0 應用進行服務出口： 

舉辦 IDEAS Show 展，並鏈結美、日等國及大陸之網創服

務展示舞台，引發產業關注，聚焦發展多元服務出口之擴散機

制，搭建亞洲新創網路服務匯集平台。 

（五） 國內前瞻網路創意輔導培育機制： 

新創團隊服務及商業實證資源之結合，與實體育成機制的

輔導，加速服務成型，降低創業風險，並完成商業實證後外銷

國際市場，讓台灣成為社群分享商務服務的實證基地。 

（六） 推動國內網創業者積極發展國際市場： 

以台灣的網路自由度與創意實證經驗為競爭優勢，透過持

續性國際網路服務市場在地客製化的創新研發能量，打造網創

業者成為接替台灣硬體製造業的全球明日之星。 

（七） 打造全球資金市場與國內網創產業的媒合亮點： 

架構全球性的網創事業資金市場交流平台，協助國內網創

業者得以快速獲得市場資金的投入，加速總體網創服務產業推

向國際化的擴張能力。 

二、 計畫簡介 

（一） 促進產業經濟 

1. 深度培育 40組具有國際發展潛力的新創團隊 

2. 舉辦創投媒合會並成立創投 SIG，累積促成 13.3 億之投資金

額。 

（二） 提升社會福祉提升、環境保護安全 

1. 召開專家會議，事先調整計畫內部未及時反映趨勢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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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降低執行計畫的風險。 

2. 參與國際知名創業競賽活動，讓新創團隊藉由國際級舞台鍛

鍊實力。 

（三） 政策管理、人才培育、法規制度、國際合作、推動輔導 

1. 辦理 IDEAS Show 網路創意展，聚焦產業力量並引發產業

關注。 

2. 首度與 APEC 攜手合作辦理 IDEAS Show，將舉辦八年之久

的國內網路創業競賽活動，正式推升成為國際媒合舞台。 

3. 舉辦國際創業課程，提升國內網創團隊全球競爭力，創造

被投資價值。  

三、 計畫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一）社群商業創新智慧服務培育機制 

1. 辦理網創產業育成輔導，針對 40 組具有國際發展潛力的新創

團隊深度培育。  

2. 辦理 5 場專家學者指導會議，針對年度規劃進行討論。 

3. 建立國內外投資媒合平台，共籌組 11 家國內外創投成員，並

邀請參與 IDEAS Show@APEC 評審。 

4. 形成 5 件產業網實整合服務模式示範案，建立實體企業與新

創團隊營運機制，將新創團隊服務，結合食、衣、住、行、

育樂五大應用，推廣至零售、觀光、旅遊、餐飲等業者。 

（二）社群商業創新智慧服務推動發展 

1. 第一場 IDEAS Show活動(零售4.0革命-讓零售通路遇見新創)

於 105 年 5 月 6 日舉行。活動以「商業服務生產力 4.0」為主

題公開徵件，招募 2 年以上，並以大數據、物聯網、雲端應

用等整合型應用科技為主的智慧門市新創服務團隊，經由零

售通路業者遴選 5 組優勝團隊至 Computex（InnoVEX 新創特

區）與阿瘦皮鞋結合策展智慧門市體驗館，及參與 Computex

國際論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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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5 年 2 月我國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參加 APEC 會員經濟體

會議，會中 IDEAS Show得到多個APEC會員經濟體的認可，

因此本年度首度結合 APEC 資源，於同年 7 月 20 日及 7 月

21 日，假 TICC 台灣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第二場 IDEAS Show

活動(IDEAS Show@APEC)。與 APEC 首度攜手合作辦理的

IDEAS Show。 

3. 第三場 IDEAS Show(SHOWTIME@高雄)於 105 年 10 月 28

日假高雄軟體科技園區辦理。 

（三）推動社群商業創新智慧服務國際合作 

1. 105 年 6 月 15～16 日帶領 12 家新創團隊前往新加坡 Echelon

參展，並帶領該12家新創團隊與當地國際加速器與創投代表，

進行交流與媒合。 

2. 105 年 9 月帶領 5 家新創團隊前往中國大陸杭州，參與國內外

創投聚集的 Demo China 國際交流活動。 

3. 籌組 (日商) B Dash Ventures、Cyber Agent Ventures；(新加坡

商) KK Fund、Plug & Play Tech Center；(台灣) 華陽創投集團、

資鼎創投、台灣玉山科技協會、KPMG；(美商) 英特爾、中

經合集團、銀翎資本等 11 家國內外創投，並邀請參與 IDEAS 

Show@APEC 活動擔任評審，全年累積促投 13.3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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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兆元推升計畫— 

電子商務兆元推升計畫(1/4) 

執行單位： 資訊工業策進會 

執行時程： 105 年 3 月～105 年 12 月 

執行經費： 48,412 千元 

一、 計畫目標 

以健全跨境電子商務產業生態鏈，擴大與中國大陸、東南亞及其

他市場之推動，並與境外目標市場建立合作管道，使未來我國廠商進

入各市場時，運作能更加順暢，同時也將逐步複製擴散，發展多元服

務輸出模式。 

二、 計畫簡介 

（一）深耕國際接軌：協處多邊或雙邊對話機制，強化與國際接軌的

能力。 

（二）拓展產業合作：協助我國業者引進更多境外相關資源，促成跨

境產業合作。 

（三）強化跨境銷售：輔導業者發展多元且創新跨境模式，加強人培

與聯合行銷等工作。 

三、計畫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一） 強化東南亞拓展與產業合作，拓展南向經貿外交 

1. 妥善協處臺菲部長級經濟合作會議中相關電子商務議題進展，

並就雙方人才交流合作與企業合作、以及互邀參訪活動等進

行討論。  

2. 去年至今，累積輔導臺菲平台合作 2 案、創新科技導入合作 2

案，行銷資源推廣互惠 1 案。 

3. 輔導 1 家平台業者至越南落地營運，並發展 O2O 多元創新模

式，帶動近萬品項臺灣商品及週邊業者開發越南網購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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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除南向外，亦積極拓展其他境外市場，佈局亞太 

1. 促成兩岸電子商務實驗區實質受惠 3 案、平台合作 1 案、產

業合作 10 案，建立臺商赴陸發展基地成功指標案例。 

2. 促成臺日產業合作 1 案，有利臺灣商品銷日，並為臺灣平台

與品牌找到新市場新出路。 

3. 協處參與 APEC、TiSA、TPP、RCEP 等國際經貿組織平台，促

使我國電商產業制度與國際鏈結，並提供法制建言，爭取我

國最大利益。 

4. 辦理第二屆亞太電商峰會，邀請亞太 8 大市場重量級業者與

會，協助近千商家與亞太接軌。 

（三） 帶動產業轉型升級，厚植國家產業發展與競爭力 

1. 強化國內平台經營境外直送館 1 案、輔導業者發展跨境網實

服務或應用新興科技，提升跨境營運能力 8 案，帶動商家創

新發展。 

2. 協助 105 家業者透過國內平台或代營運商，擴增境外線上銷

售管道，並建立大帶小模式，協助傳統業者轉型電商國際化

經營。 

3. 協助 4 家業者，以跨境結匯評鑑證明為跳板，順利獲得專營

電子支付機構資格，發展創新金流業務，並帶動週邊商家轉

型電商發展。 

4. 推動大型電商業者導入資安國家標準 2 案。 

5. 規劃於 11 月舉辦海外網購節活動，協助臺灣商家以創新方式

行銷國際。 

6. 舉辦 5 次主題式小組座談會及並多次訪談國內電商重點企業，

完成「跨境電商意見徵詢與推動策略建議報告」報告，有助

政府推動產業國際化參考。 

（四） 強化跨境人才培育，有效解決業者需求痛點 

1. 以企業內訓及一般公開課程方式，新增跨境電商 306 人次高

階人培；另針對電子商務資安推廣及人才培訓新增 8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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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 1111 人力銀行合作，建置「跨境電商人才專區」，刊登 151

個相關職缺，並大量導入僑生履歷成立人才資料庫，解決產

業界最關心的東南亞電商人才問題。 

（五） 提升我國整體跨境電商交易額至新臺幣 183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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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兆元推升計畫— 

電子商務個人資料管理制度推動計畫(1/4) 

執行單位： 資訊工業策進會 

執行時程： 105 年 2 月～105 年 12 月 

執行經費： 4,211 千元 

一、 計畫目標 

保護新商業模式下個人資料合理使用安全，維繫消費者與產業間

之信賴關係以擴大商機、拓展國際交流營運之個資整合保護。 

二、 計畫簡介 

（一）維運「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執行制度各機制與專

業人員之資格管考。 

（二）規劃「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創新應用作法，推動層

級化參與，拓展制度導入事業。 

（三）分階段推動「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國際化，提升制

度國際認知，並研商推動標章跨國相互承認。 

（四）結合標章取得事業模範案例，辦理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

度廣宣，深耕制度整體形象。 

三、計畫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一）維運「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執行制度各機制與專

業人員之資格管考。 

1. 15 家取得標章事業申請更新或期中驗證，至 10 月底已完成

11 家標章事業驗證。 

2. 修改 TPIPAS 制度規範，包括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

規範、驗證暨特定範圍檢視程序執行要點、資料隱私保護標

章 dp.mark 管理要點，並於 5 月 31 日公告與報部備查。 

3. 執行人培機制管考，持續辦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實務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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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個人資料委外處理專題」、「個人資料事故緊急應變

討論與演練」、「個人資料保護法經典實務案例解析」等持續

訓練課程。 

4. 刻正規劃專業人員研討交流之具體細節，預計由個資管理制

度推行、輔導或驗證實務相關內容，挑選合適議題，並以辦

理座談會或類似活動之方式，以利 TPIPAS 專業人員交流。 

5. 訪視驗證與輔導機構，共計 8 家。 

6. 持續透過 TPIPAS 網站提供規範閱覽查詢、相關資源文件與

表單以及制度有關事項資訊或諮詢，累計至 9 月底共計相關

諮詢與資源提供包括法令及規範釋疑 1 件、制度導入 4 件、

驗證與標章發放程序 3 件、專業人員培訓 27 件、證書與標章

資格維護 20 件、個資課程邀請 2 件、其他 4 件，另以發送電

子報形式，分享個資法修法與 TPIPAS 課程資源等內容，共

計 25,075 人次。 

（二）規劃「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創新應用作法，推動層

級化參與，拓展制度導入事業。 

1. 7 月初將中小企業推動優惠措施方案公告於制度維運機構網

站，並設計 DM 作為宣傳，目前已有 12 家企業申請參加，

並完成企業個資保護自評表。 

2. 透過廣宣、人才培訓課程與輔導機構之告知獲悉可能申請驗

證之組織，目前已有 1 家金融業者、1 家無店面零售業者預

計申請相關驗證。 

（三）分階段推動「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國際化，提升制

度國際認知，並研商推動標章跨國相互承認。 

1. 英文版規範彙編已完成，包括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

維運規章、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規範、資料隱私保

護標章 dp.mark 管理要點、驗證暨特定範圍檢視程序執行要

點、輔導機制運作要點，並已將相關英譯規範放置於 TPIPAS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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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於 5/6 舉辦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交流會議，和大連軟

件行業協會與 PIPA 辦公室，針對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

度，與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概況進行交流。 

3. 7/17~7/21 至新加坡，參加個資相關論壇與研討會，包括 CPBR 

Workshop、IAPP Asia Privacy Forum 2016 及 RSA 之電子商務

安全國際研討會。 

（四）結合標章取得事業模範案例，辦理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

度廣宣，深耕制度整體形象。 

1. 擬由廠商建置個資管理制度實務出發，彙整制度具體管理要

項，及結合獲證組織運作經驗，於本年 9 月研提個資管理制

度企業實作模範個案分析 1 式，俾供我國企業或組織參考。 

2. 本項工作已於台北辦理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新知推廣說明會，

該場次結合頒證典禮，參與人次總計達 107 人次。第二場推

廣說明會已於 8 月 12 日在高雄舉辦，參與人次共計 46 人。 

3. 本年度已於制度形象廣宣稿已於 6 月份文化快遞封底及新北

市藝遊封底裡見刊，傳閱率 20-30 萬人次。推廣說明會（台

北場）暨頒證典禮新聞露出於電子媒體計 9 則及平面媒體 1

則，於天下雜誌 7 月份見刊一則相關報導。現仍持續進行相

關規劃，希望可進一步擴展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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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創新服務推動計畫— 

供應鏈重整之物流推動計畫(4/4) 

計畫網址： https://gcis.nat.gov.tw/like/Home/Index 

執行單位： 工業技術研究院 

執行時程： 105 年 3 月～105 年 12 月 

執行經費： 49,446 千元 

一、 計畫目標 

(一)推動臺灣產業供應鏈重整之物流模式 

推動臺灣產業供應鏈重整之物流模式驗證 5 案，構建商品流通物

流模式與加值服務，協助 12 家物流業者轉型發展。整合 2,000

家供應商進行銷售之供需運籌整合，促成臺灣產製商品國內流

通達 5 億元及境外銷售達 15 億元。增加物流相關業務收入 2 億

元。 

(二)推動物流服務創新與能力提升 

推動供應鏈供需運籌人才培育課程 2 案及產學運籌規劃 5 案，

培育供應鏈供需運籌與物流專業人才 100 人次。 

(三)成果廣宣與擴散 

舉辦計畫推動說明會、產學成果觀摩會與計畫成果發表會等 5

場次；計畫網站分享供應鏈重整輔導 5 案例之彙編。 

二、 計畫內容概要 

(一)環境剖析、模式驗證 

蒐集國內外物流產業與產業物流相關環境趨勢與問題，並聚焦

於多元通路與跨境電商之物流服務模式發展，輔導 5 案例並驗

證商品之供需運籌模式與供應鏈物流活動。 

(二)務實機制、全球布局 

協助流通銷售與物流整合系統發展，支援商品進行跨境銷售之

營運與通路擴展，協助拓展境外通路，並強化物流業者之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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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能力。 

(三)產學合作、技能提升 

培育產業供需鏈結運籌人力，並以提升臺灣產業多元通路之物

流服務與跨境供需運籌基礎能力，透過課程設計辦理及產學整

合運籌規劃方式，以提升產品流通運籌能力。 

三、計畫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一)推動臺灣產業供應鏈重整之物流模式 

推動實務性之供應鏈重整模式，整合臺灣出口中國大陸及臺灣出

口新馬2個跨境流通物流通道發展，推動跨境電商物流臺灣併貨

中轉模式，以帶動臺灣商品進入海外市場銷售。輔導17家物流業

者轉型發展，協助產業擴大商品銷售版圖，並整合3,927家供應商

進行銷售之供需運籌整合，促成12.4億元商品國內銷售及29.7億

元之境外銷售，增加3.9億元之物流服務營收。 

(二)物流服務基礎能力提升 

整合產官學研資源，課程規劃設計以提升臺灣產業多元通路之物

流服務與跨境供需運籌基礎能力為目標，培育產業供需鏈結運籌

人力270人次；並與業者及大學校院合作推動6案之產學運籌規劃，

以臺灣商品流通運籌模式為規劃主軸，優化跨境流通銷售與國內

多元通路之供應鏈運籌，作為推動供應鏈重整議題，具體形成強

化企業競爭力的可行方案，衍生後續擴大執行之案源，培訓學生

的產業實務知識，強化產業基礎核心與競爭能量，創造更高之供

應鏈服務價值。 

(三)成果廣宣與擴散 

執行計畫成果廣宣與擴散，分析與彙編模式驗證 5 案例及相關教學

手冊，並於計畫網站分享，以擴散驗證案例成果與經驗，作為產學

各界學習之參考；辦理完成 3 場次之計畫推動說明會及 3 場次商品

跨境流通與物流服務推廣研討活動，以及 1 場次產學運籌規劃研討

觀摩會與 1場次成果發表會，合計 8場次，以擴大政策推廣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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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創新服務推動計畫— 

物流中堅企業國際化推動計畫(1/4) 

計畫網址： http://gcis.nat.gov.tw/like/ 

執行單位： 工業技術研究院 

執行時程： 105 年 4 月～105 年 12 月 

執行經費： 33,810 千元 

一、 計畫目標 

本計畫發展與推動貨物中轉加值服務模式及相關物流支援系統

（包含建置進出口供應鏈資訊整合系統與優化前店後廠保稅物料儲

運管理系統），並協助國際貨物承攬、倉儲或自由港區物流業者吸引

外貨來臺灣中轉發貨。 

二、 計畫內容概要 

（一） 推動貨物中轉加值服務模式 

協助國際物流服務業者發展貨物來臺灣中轉加值之物流服務

模式﹔持續協助自由貿易港區物流業者推動自由港區委外加

工物流服務模式。 

（二） 發展物流資源整合與儲運管理支援技術 

支援外貨來臺灣中轉加值之物流作業，發展進出口供應鏈資訊

整合系統﹔針對自由貿易港委外加工服務需求，優化前店後廠

保稅物料儲運管理系統。 

（三） 成果廣宣與擴散 

舉辦國際物流產業合作座談會﹔廣宣與擴散自由港區委外加

工營運模式﹔舉辦成果發表推廣活動。 

三、計畫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一） 推動貨物來臺灣中轉之物流服務模式，藉由分析目前國內物流

業推動國外貨物來臺灣中轉之物流服務模式，如：多國貨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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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併作業(Multiple Country Consolidation, MCC)、多國(點)配銷

作業(Multiple Country Distribution, MCD)、空運轉空運聯運模式

等操作狀況、操作流程、資訊傳輸方式與營運模式，完成開發

「進出口供應鏈資訊整合系統」，協助國際貨物承攬業者強化

資訊整合力與改善中轉作業流程，提升中轉物流服務能量。 

（二） 推動自由貿易港區委外加工物流服務模式，並完成「自由港

區保稅物料儲運管理系統」之擴充功能開發，協助港區物流

業者強化保稅貨物控管，提升模式運作效率，擴大應用產業

範圍，提升產業出口產值以及物流服務商機。 

（三） 協助 4 家國際貨物承攬業者及 5 家自由貿易港區物流業者進

行前述模式與系統技術應用，提升外貨來臺灣轉口、轉運及

委外加工之物流服務能量，共整合 109 家供應鏈業者，促成

國際物流服務規模達 16.27 億元及物流服務營收達 1.38 億

元。 

（四） 為推動計畫執行成效之應用擴散，辦理計畫說明會、國際物

流議題座談會、2016 臺新國際合作與商機專家座談會、自由

港區委外加工營運模式推動廣宣活動、物流技術研發成果說

明會、經濟部 105 年度物流計畫聯合成果發表會等共計 15

場成果廣宣活動，出席人數共計 86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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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溫物流國際化發展推動計畫(4/4) 

計畫網址： http://cold.logistics.org.tw/ 

執行單位： 工業技術研究院 

執行時程： 105 年 1 月～105 年 12 月 

執行經費： 35,850 千元 

一、 計畫目標 

整合全程發展之服務模式、系統技術及作業規範，推動由供貨至

配銷之跨境營運與服務整合案例。另針對國內特色食品與具有潛力的

清真食品，匯集商品供需與物流服務資訊，促進供需媒合，帶動我國

低溫食品物流服務新商機。 

二、 計畫內容概要 

（一） 冷鏈物流應用技術發展與優化 

1. 開發城際轉運調度管理、跨國貨況與品質追蹤、保鮮資材調

度與管理等系統之行動裝置應用介面軟體，並建立前述系統

之帳號整合的單一簽入機制。 

2. 開發低溫品供需資訊匯集系統，匯集低溫品商品供應與銷售

通路、以及物流服務商之服務資訊，並以系統化方式依供需

雙方之需求，篩選出最適合作業者，以提高合作機會。 

3. 設計低成本蓄冷液技術，並進行擴散。 

（二） 冷鏈物流服務整合與商機推動 

1.應用已發展之相關服務模式與系統，整合推動低溫品集運跨

境及城市儲配服務體系。 

2.整合清真食品供應商與物流業，推動符合清真規範之物流服

務體系。 

3.維運「兩岸冷鏈物流技術與服務聯盟」，建立標準化作業規範

實施指引，並媒合業者合作，促成商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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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一） 冷鏈物流應用技術發展與優化 

1. 整合冷鏈物流各項系統，包含城際轉運調度管理、跨國貨況

與品質追蹤、保鮮資材調度與管理等系統，並因應行動化設

備的運用，開發相關應用介面軟體，協助國內物流業強化全

程冷鏈物流作業管理能力與運作效率。 

2. 完成開發低溫品供需資訊匯集系統，匯集 80 家業者合計 655

項商品資料，促成合作案 5 件。 

3. 完成冷藏與冷凍蓄冷液(-2C、-11C 與-21C)之開發，並技轉

予 2 家業者。本計畫發展之各項冷鏈保鮮軟硬體技術於 105

年度技轉予 4 家廠商，技轉金額共計 430 萬元。 

（二） 冷鏈物流服務整合與商機推動 

1. 整合與應用冷鏈物流服務模式與系統，並與台灣之窗、漢典

食品、全日物流等 82 家企業合作，推動 5 個冷鏈物流跨境服

務體系及 1 個清真食品物流服務體系，並帶動海外拓展企業

16 家，新增海外據點 12 處，促成 25.76 億元低溫品跨境流通

量及 2.42 億元冷鏈物流服務營收。 

2. 運作「兩岸冷鏈物流技術與服務聯盟」(其會員數目前達 262

家)，完成編撰「冷鏈物流標準化作業規範實施指引」手冊及

冷鏈物流培訓教材，並辦理優良冷鏈物流廠商試評作業。另

外，催生「臺灣冷鏈協會」，期擴大爭取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商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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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產業亮點維新計畫— 

推動保鮮溯源物流服務計畫(3/4) 

執行單位： 工業技術研究院 

執行時程： 105 年 1 月～105 年 12 月 

執行經費： 24,795 千元 

一、 計畫目標 

因應全球城市物流發展趨勢，本計畫將協助國內業者應用蓄冷、

資通訊與環境感知網絡技術，建置安全與便捷之自動存取服務模式，

以及可追蹤之儲配作業溫度歷程機制等科技物流服務，推動具效率、

品質與成本競爭力之智慧城市物流。 

二、 計畫內容概要 

（一） 創新城市物流服務推動 

1. 機車冷鏈快遞物流服務模式推動 

2. 城市物流自動存取服務模式推動 

3. 百貨商場便捷物流服務模式推動 

（二） 管理平台應用推動與城市物流趨勢分析 

1. 環境感知網絡裝置與平台整合加值服務推動 

2.城市物流趨勢分析研究 

三、計畫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一） 協助建立 3 個物流服務示範體系，促成 51 家低溫品供應商、

物流業者與量販通路業者等，共同參與城市物流創新服務合作

驗測。 

1. 機車冷鏈快遞服務模式：協助家樂福、慕渴建立機車冷鏈快

遞服務，在大臺北地區利用新設置之轉運點，服務商品價值

超過 8,000 萬元，強化食品之末端配送網路，提高配送效率

與服務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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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人化自動存取服務模式：協助統一速達於超商、社區、國

宅、校園等場域導入智慧儲物櫃，降低 60%以上之重複投遞

包裹，解決因收件者在宅率低、宅配司機需多次重複投遞之

情況；並推動宅配業者(統一速達)與物管業者(東京都物管)

逐步深化跨業整合，提高智慧儲物櫃之整體附加價值。 

3. 百貨商場便捷物流服務模式：輔導新竹物流針對 Big City 遠

東巨城購物中心之館內物流作業模式進行規劃與導入，使專

櫃供貨商之配送時間從過去 30 分鐘縮減至 10 分鐘內，同時

亦降低附近交通壅塞之狀況。 

（二） 針對低溫食品或食材，克服城市冷鏈末端配送限制，減少冷凍

(藏)車輛使用達 10,820 趟、降低物流成本達 3,246 萬元。 

（三） 提升國內冷鏈物流服務品質，發展城市物流創新營運模式，滿

足末端配送物流之保鮮需求，物流服務規模達 6.8 億元，同時

促進國內產業投資 4,7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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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通路智慧加值共通應用平台推動計畫— 

商業服務價值提升計畫(4/4) 

計畫網址： http://gcis.nat.gov.tw/ecpp/ 

執行單位：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執行時程： 105 年 1 月～105 年 12 月 

執行經費： 25,200 千元 

一、 計畫目標 

（一）甄選並委託具帶動力、擴散力及整合力之輔導單位，輔導商業

服務業者與其往來合作業者（合計至少 700 處營業據點）結成

可強化參與夥伴業者經營管理成效並提升商品配銷與顧客服

務能力等之商業服務網絡。輔導單位之主要工作包含： 

1.發展可提升商業服務業者與往來合作業者之服務能力與服務

價值的整合服務平臺。 

2.辦理為帶動商業服務業者與往來合作業者應用整合服務平臺

所需之顧問諮詢、教育訓練等相關輔導作業。 

（二）整合學研資源，就優質服務案例進行解析研究，藉以追蹤導入

後續績效及擴散效應，並提出績效追蹤報告，藉以研擬未來輔

導措施之參考。 

（三）協助輔導廠商及其價值鏈上之合作夥伴降低成本達 1 億元。 

（四）帶動企業投資金額達 2 億元，並促使業者增加營收達 1 億元。 

（五）將3個創新服務加值應用標竿案例製編為優質服務標竿個案，

並廣發學界教學應用。 

（六）協助業者調整產業與人力結構，進而擴大營運規模增加就業機

會達 150 人次。 

二、 計畫內容概要 

（一） 扶植優質服務加值模式 

遴選並委託 7 個具帶動力、擴散力及整合力之輔導單位，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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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商業服務業者運用資通訊科技並整合服務價值鏈上之網

絡成員，共同發展優質服務模式。 

（二） 掌握產業應用趨勢脈動 

調查 102-105 年度獲得此計畫補助或輔導廠商之執行成果與

衍生效益，製編 102-105 年度受補助個案與輔導個案績效追蹤

調查報告。 

（三） 強化產學合作建立典範 

將個案實務經驗與相關推動歷程加以分析及歸納重點成效，

製編為優質服務標竿個案，並舉辦研習活動，使輔導成果能

提供做為企業人士研習或研究之參考素材。 

三、計畫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一） 商業服務價值提升輔導 

1. 完成輔導7個商業服務業之優質服務應用案例，帶動商業服

務網絡合作業者共同發展可提升網絡合作業者對消費者服

務能力與服務價值之優質服務模式，而共同擴大或開發新市

場商機。 

2. 帶動899家業者共同轉型升級、促進業者投資金額2.04億元、

降低成本1.04億元、促使業者增加營收15.46億元及增加就業

機會17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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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通路智慧加值共通應用平台推動計畫— 

商業服務跨業聚合加值推動計畫(2/2) 

執行單位： 工業技術研究院 

執行時程： 105 年 2 月～105 年 12 月 

執行經費： 38,070 千元 

一、 計畫目標 

以具驅動力之企業為軸心，串聯相關業者建構相互鏈結、共同創

造及價值分享之商業服務生態系，運用適切科技進行服務價值鏈及產

品供應鏈整合、商機交互引流及強化行銷與營運，以促成商業服務生

態系的互利、共生與協同進化，進一步加速產業結構轉型或升級。 

二、 計畫內容概要 

（一） 發展並優化跨業聚合加值共通服務系統 

1. 優化 104 年度發展跨業聚合加值共通服務系統之共通性模組

與系統功能； 

2. 配合計畫推動生態之系特性及需求，優化聚合產品前端的智

慧行銷與後端的商品策略制定需求，發展 2 項智慧行銷與 4

項數據分析工具。 

（二） 推動與深化商業服務生態系 

1. 擴大及深化移動經濟與宜居經濟商業服務生態系，推動 4 個

次生態系、共 60 家業者參與實證； 

2. 新增養生樂活及運動休閒商業服務生態系，推動共 80 家業者

參與實證。 

（三） 媒合交流與成果推廣 

1. 籌組顧問團提供至少 50 家企業相關諮詢與輔導； 

2. 辦理至少 3 場次專家交流會議； 

3. 辦理 6 場次媒合交流會、產品發布會及成果發表會。 



 

56 

三、計畫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一） 發展並優化跨業聚合加值共通服務系統 

1. 完成 4 個生態系 302 家業者、957 件商品上架；開發 API 介

接管理系統以利共通系統與各生態系應用科技整合； 

2. 開發行銷廣告及紅點發行與管理 2 項智慧化行銷工具，開發

營運圖形化數據展示介面、GIS 整合之管銷整合查詢、使用

者銷售數據分析與商品推薦與開放社群媒體之輿論感知與商

情報表查詢等 4 項數據分析工具，以利業者決策參考。 

（二） 推動與深化商業服務生態系 

1. 維運與擴大移動經濟與宜居經濟商業服務生態系 

 移動經濟生態系：擴大與統聯客運與 Y5Bus 合作，串聯零

售、餐飲與文創業者，運用移動臺灣 APP 與心流行銷方式，

以主題式活動促成消費者在移動過程中進行商品與服務採

購； 

 宜居經濟生態系：與東稻家居與 PULO 找師傅合作，運用

VR 360 與居家服務 APP 等工具，提供整合性消費服務，引

導消費者同時購買居家商品並選擇後續的清潔修繕服務，促

成消費連動。 

2. 推動養生樂活與運用休閒商業服務生態系 

 養生樂活生態系：與里仁及台灣好食材合作，串聯食材、廚

具等業者，運用食譜多媒體行銷與隨看即買機制，推動異業

商品共同行銷； 

 運動休閒生態系：與台灣雲豹與樂活自行車協會合作，以運

動瘋巢 APP 與網站，聚合自行車、路跑與露營產品與服務

供應鏈，並以活動聯結在地店家，推動運動休閒產業共同行

銷。 

3. 共串聯 27 業種、302 家業者參與合作、帶動消費 2.34 億元、

促進投資 1.52 億元及增加就業 72 人；華琳行銷與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皆技轉本計畫執行成果，技轉金額合計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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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 

（三） 媒合交流與成果推廣 

1. 召開 12 場顧問共識會議，完成 55 家企業諮詢輔導及 3 場專

家交流會議； 

2. 完成 9 場媒合交流會、1 場產品發布會，以及 1 場經濟部「智

慧商業服務聯合成果發表會」，共吸引 693 家業者、902 人次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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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場域科技應用示範推動計畫— 

時尚產業科技行銷應用計畫(1/4) 

執行單位： 工業技術研究院 

執行時程： 105 年 4 月～105 年 12 月 

執行經費： 10,800 千元 

一、 計畫目標 

（一）運用科技及標竿國際，建構台灣時尚產業創新行銷典範案例 

（二）開放式串聯時尚產業科技行銷輔導團隊，擴大資源應用與加深

對企業效益 

（三）以累積性時尚產業科技行銷經驗與網絡，加快輔導效率及複製

擴散應用 

（四）推動計畫資產 POB 化，持續提供輔導服務與維運成果 

二、 計畫內容概要 

（一）運用科技及標竿國際，建構台灣時尚產業創新行銷典範案例:

彙整九大全球時尚科技行銷趨勢、國際標竿案例、商業化服務

解決方案，用以協助台灣時尚企業擴大行銷通路、降低行銷成

本、增加商品組合等效益，建構時尚產業創新行銷典範案例。 

（二）開放式串聯時尚產業科技行銷輔導團隊，擴大資源應用與加深

對企業效益:串聯工研院、商發院、資通訊(SI)業者、大學院校、

時尚媒體/社群、電商平台等產、官、學合作，讓時尚企業科

技行銷整體輔導團隊來源更多樣、豐富與充足,除擴大輔導資

源,同時對時尚企業營運產生更具體效益。 

（三）以累積性時尚產業科技行銷經驗與網絡，加快輔導效率及複製

擴散應用:建置時尚科技行銷工具庫，提供服務解決方案模組、

知識模組、累積廠商資料庫，以期能加快輔導速度及複製擴散

於更多時尚企業應用。 

（四）推動計畫資產 POB 化，持續提供輔導服務與維運成果:將計畫



 

59 

能量資產推動商業維運承接，培育時尚產業第三方服務事業 

三、計畫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一）運用 59 個國際科技行銷應用標竿案例、71 項可應用的技術項

目/解決方案/技術來源(包含：43 項法人科專計畫成果與 42 家

資通訊 SI 業者)、5 大國際時尚行銷趨勢研究，以及產學研組

成之顧問團隊，訪視諮詢 20 家時尚企業，顧問輔導 6 家時尚

企業，進行科技解決方案客製化開發、應用導入、行銷成效驗

證。 

（二）將過去五年計畫執行所建立之技術能量、產業生態網絡、輔導

顧問手法、domain 知識等核心能耐，建置完成 1 式線上時尚

科技行銷輔導流程與知識工具庫，並發展輔導策略群組，應用

於 20 家時尚企業之訪視諮詢，其中 6 家企業科技導入輔導。 

 明珠百貨(長富珠寶)：AR擴增實境、浮空幻影商品展示、

社群＆內容行銷(縮時攝影) 

 育晟服飾(GR21)：智慧試衣間、智慧衣架 

 拓荒者休閒用品：實境動漫 

 亞邦創意：賣場人流辨識分析 

 馥陞(可蘭霓)：雜誌O2O導購 

 白岩企業(wisdom)：雲端資訊管理系統(ERP/CRM) 

（三）優化 104 年計畫所應用之時尚跨業優惠 App 功能及後台，招

募 31 個中小微型時尚品牌參與合作，透過線上與實體(O2O)

行銷活動設計，下載使用量達 3,254 人次，推動作跨業聯合行

銷。 

（四）針對 6 所大學院校行銷、時尚設計、資管等系所學生，舉辦 7

場次體驗式講座，人數計達581人次，同時結合碩專班在職生，

舉辦 4 場次工作營、創意競賽。 

（五）持續經營時尚粉絲團(TW.Fashion)，提供國內外時尚發展趨勢、

品牌/商品等相關資訊計 326 則，粉絲團人數計有 30,927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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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至 12/20），增加 10,793 人次。 

（六）配合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與台灣流行時尚產業聯盟，舉辦

“2016 風格臺南創意時尚展-2017 SS風格時裝動態秀展”1場次

及“2016 風格臺南創意時尚展-藝術時尚靜態展”1 場次，舉辦

計畫成果發表暨體驗會 1 場次，計有 7 家時尚/資通訊 SI 廠商

參展、15 家廠商/單位參與合作宣示。 

（七）促成計畫參與合作相關廠商店端設備、資訊設備及行銷活動等

5,379 萬元投資、增加就業 101 人、提高計畫參與合作相關廠

商營收 4,04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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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場域科技應用示範推動計畫— 

新興科技商業應用體驗環境推動計畫(3/4) 

執行單位： 商業發展研究院 

執行時程： 105 年 1 月～105 年 12 月 

執行經費： 35,110 千元 

一、 計畫目標 

本年度計畫工作分為四項：1）商業應用場域科技導入模式及應

用趨勢研析；2）商業環境應用實證示範案輔導與推動；3）新興科技

國際商業應用經驗擴散與交流。 

持續前 2 年度新興科技篩選與應用場域的選擇過程，發展出業者

徵選規範與場域營運機制，同時也根據未來場域內導入新興科技與發

展創新服務體驗的需求，分析國內外新興科技應用案例，作為提供我

國服務業應用新興科技發展體驗服務的參考。 

在國際交流活動與業者體驗活動上，105 年度下半年展開國內體

驗安排與國際交流活動，藉由國內民眾的體驗參與活動以及臺灣個案

在國際研究網路之間的討論，提昇本計畫的成果展現效益。 

針對臺灣業者導入的經驗與需求，本計畫亦將透過計畫辦公室對

於導入環境與消費者的旅程研究，了解 105 年度所選產業的新興科技

與體驗服務需缺口，並完成「105 年度新興科技服務體驗分析與改善

建議報告」，供主管機關與 106 年度導入產業與示範場域參考應用。 

二、 計畫內容概要 

(一) 商業應用場域科技導入模式及應用趨勢研析 

1. 蒐集科技商業體驗應用海內外個案：收集國內外新興科技導入

之使用案例 60 則，供國內欲導入新興科技的相關業者參考。 

2. 研析全球新興科技服務產業應用趨勢：提供新興科技未來發展

趨勢報告 1 份、臺灣 2017 年新興科技體驗服務藍圖 1 式及跨

領域專家座談會議 1 場，作為引導規劃服務業應用科技服務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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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參考。 

3. 商業場域科技應用模式設計：精進服務業科技化導入應用方法

論與工具，透過個案與趨勢研析服務業應用科技化導入手法；

產出至少 3 種商業場域科技應用模式；發展服務業科技化概念

階段、系統驗證階段、營運驗證階段等之監測指標，協助服務

業進入不同的科技服務階段。 

(二) 商業環境應用實證示範案輔導與推動 

1. 推動服務業者與科技業者媒合與交流平臺：媒合臺灣服務業者

與科技業者供需，深化輔導商業場域業者至少 3 家，進行諮詢

診斷服務 10 家(含)業者以上。 

2. 輔導業者設計最適科技導入相關商業模式應用方案：以 103 年

度實證案例為基礎及 104 年度導入擴散，舉辦顧客旅程地圖服

務體驗設計工作坊 1 場，提供計畫參與業者策略與營運模式建

立。 

3. 推動興科技商業應用示範案例：推動業者建立新興科技實證商

業應用示範案例至多 5 件，其中 1-2 件將以 103 年或 104 年獲

選案例建置經驗作為擴散應用的基礎。 

(三) 新興科技國際商業應用經驗擴散與交流 

1. 推動拓展國際合作網絡資源： 以國際服務業業者應用科技服

務的創新經驗為主題，辦理國際研討會 1 場次，促進國際交流

與合作機會。 

2. 深耕新興科技國際合作網絡：善用國際網路資源，帶領相關價

值鍊業者參與國際展會活動，促進國際經驗擴散與交流少 1

件。 

3. 計畫成果展示與擴散：藉由場域應用經驗擴散與交流之媒合會

或說明會 2 場，推動實體新興科技商業應用體驗示範場域之建

立，建構產業應用價值鍊，並透過示範場域體驗活動至少 3 場、

示範場域成果展示會 1 場，建立創新營運模式行銷擴散機制。 

(四) 配合政策所需支援相關產業活動、政策研擬、行政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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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一） 商業應用場域科技導入模式及應用趨勢研析 

1. 完成3份報告，科技應用服務關鍵要素報告1式，2017年度

新興科技體驗服務推動藍圖1式，新興科技體驗服務分析及

建議改善報告1份，提供受輔導業者運用消費者旅程研究成

果進行服務內容與技術應用改善工作。 

2. 召開1場次跨領域專家座談會議，將新興科技項目適切地規

劃在商業服務體驗場域的服務需求項目應用中。 

（二） 商業環境應用實證示範案輔導與推動 

1. 推動服務業者與科技業者媒合與交流平臺，媒合臺灣服務

業者與科技業者供需，深化輔導商業場域業者4家，進行諮

詢診斷服務10家業者，以103年度實證案例為基礎及104年

度導入擴散，舉辦顧客旅程地圖服務體驗設計工作坊1場，

提供計畫參與業者策略與營運模式建立。 

2. 推動科技業者與服務業者合作案2件，邦城科技與養護機構

合作建置新興科技NFC科技養老院的規劃；媒合月眉國際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與方向聯合數位科技有公司，轉介輔導

至經濟部工業局創新優化計畫。 

3. 新興科技商業應用環境推動與設計，促成廠商投入，增加

營業額33,959仟元，帶動業者直接投資60,708千元，本年度

獲選示範業者與其合作業者新增投資額共計18,708千元，追

蹤輔導業者共計投入40,000千元的研發投資。 

（三） 新興科技國際商業應用經驗擴散與交流 

1. 配合示範業者舉辦3場體驗活動，共吸引超過200人次共襄

盛舉，藉由建立我國服務體驗案例，進而帶動臺灣服務產

業在新興科技應用服務之新軟硬體商機。 

2. 舉辦2場說明會活動，78家業者共122人參與。2場次跨產業

知識交流社群，共52位業者與會，創造服務場域業者對導

入新興科技媒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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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辦理1場次國際研討會，吸引現場306位與會者參加、219家

廠商參加，參與業者包含場域的服務業者(含示範場域業者)、

以及其他如零售百貨、餐飲、時尚、文化娛樂、公共服務…

等商業服務業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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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餐飲國際化及科技化服務計畫— 

臺灣餐飲業科技化服務及發展計畫(2/4) 

計畫網址：http://www.gourmettw.com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執行時程： 105 年 1 月～105 年 12 月 

執行經費： 16,412 千元 

一、 計畫目標 

「臺灣餐飲業科技化服務及發展計畫」傳承過去「臺灣美食國際

化行動計畫」等相關政策之推動，不僅以計畫歷年合作之餐飲業者作

為服務對象外，持續發掘我國具發展潛力餐飲企業。同時研擬出以

下 3 大目標，希冀透過計畫全方位之推動，進而帶動餐飲產業穩定

發展，建立餐飲產業新亮點。 

（一）餐飲資源服務擴散：以本計畫作為服務推動平臺，掌握餐飲

趨勢脈動，彙集餐飲相關資源，不僅能提供餐飲產業最即時

之諮詢服務，同時協助政策研擬與執行，扮演最佳智庫幕僚

角色。 

（二）餐飲科技應用導入：因應我國與國際之市場趨勢潮流，協助

應用適切之創新智慧科技以提升營運效率、開拓新客源，強

化企業營運競爭力。 

（三）企業創新人才培訓：依據職能分屬規劃人才培訓課程內容，

同時新增創新概念、迎合市場動態，以作為強力支援餐飲業

者升級轉型永續發展之基礎。 

二、 計畫內容概要 

(一) 餐飲產業智庫服務: 

透過專案辦公室，提供餐飲業諮詢訪視服務，協助申請創投

及相關計畫資源轉介服務與智庫幕僚服務，提升整體計畫溝通

協調資源運用之效能。 



 

66 

(二) 餐飲科技應用輔導: 

了解餐飲業者欲改善的營運現況或服務流程，提出適切臺

灣餐飲產業發展的輔導方案，協助餐飲業者申請計畫輔導案，

以加速擴大餐飲科技創新之範圍，進而帶動餐飲群聚產業經營

能量與產值，以及提升整體餐飲產業發展。 

(三)餐飲企業人才培訓: 

依據業者國際化展店所需經營管理知識、所欠缺服務創新環

節及組織架構，迎合市場動態，規劃適切國際展店總論、工作坊

及人才培育課程內容，以作為強力支援餐飲業者升級轉型永續發

展之基礎。 

三、計畫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一)餐飲產業智庫服務: 

1.完成現場訪視 133 家次。媒合 56 家參加食旅台灣味行銷系列

活動，41家轉介經營規劃之環境衛生改善，18家轉介經營規

劃之餐飲科技輔導，15家餐飲人才培育，10家進行國際媒體

採訪，10 家轉介加強投資策略性辦公室由創投進行評估。 

2.完成協助企業申請信保或創投共 10 案。自 102 年至 105 年止，

共協助推薦 33 家餐飲企業媒合創投資金，其中有 4 家已獲得

創投公司與國發基金投資(人杰老四川餐飲管理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旺巴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臺中空廚股份有限公司、

京越國際(股)公司)。國發基金與專業管理公司共同投資臺灣

餐飲企業(約 3.92 億元)佔比 10%，僅次於資訊服務業(33%)

排名第二。 

  



 

67 

台灣餐飲國際化及科技化服務計畫— 

臺灣餐飲業行銷推廣計畫(2/4) 

計畫網址： http://gcis.nat.gov.tw/enterprise/ 

執行單位： 中衛發展中心 

執行時程： 105 年 1 月～105 年 12 月 

執行經費： 18,257 千元 

一、 計畫目標 

「臺灣餐飲業行銷推廣計畫」係以「行銷活動，刺激國內消費」

與「國際宣傳，吸引國外旅客」作為啟動臺灣餐飲業行銷推廣計畫之

推動策略。採全方位之系統化行銷、聯合臺灣餐飲業者及優良國際展

店品牌進行整合宣傳並帶動全民參與，更透過國際論壇活動及國際媒

體露出，進行國內外議題串聯，虛實整合宣傳推廣，藉以達到本計畫

3 大目標，包含：(1)吸引旅客來臺美食觀光饗宴、(2)帶動國內外消費

者口碑行銷、(3)塑造臺灣餐飲優質國際形象。 

二、 計畫內容概要 

（一） 提升國內品牌認知 

1. 以整合行銷手法，規劃聯合行銷、餐飲優惠、美食遊程等相

關系列活動。 

2. 藉由國內展銷活動，帶領業者參與推廣、展售及民眾互動，

增加業者曝光機會與民眾認識度，促進交流與商機媒合。 

（二） 建立國際行銷管道 

1. 藉由國外展覽活動及國際媒體廣宣，增加臺灣美食國際知名

度，吸引國外觀光客來臺享用臺灣美食，並促進促進業者交

流及商機媒合機會。 

2. 為提升業者國際發展能力，透過國際美食論壇，研析重要國

際餐飲市場趨勢或國際觀點。  

http://gcis.nat.gov.tw/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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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整合服務 

1. 計畫網站配合轉移臺灣美食網建置於經濟部商業司網站系統

項下，提供業者餐飲訊息；粉絲專頁更新及維護，提供使用

者完整產業動態。 

2. 推動政策相關工作與協助各式活動及文書作業執行，以提升

政策與美食之間的連結，強化計畫推動目標，提升業者國際

化競爭力與媒合機會。 

三、計畫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一) 提升國內品牌認知 

1. 完成「食旅臺灣味」之聯合行銷活動1場次及活動啟動記者會1

場次，集結美食餐廳、餐飲老店、地方或中央輔導之餐飲業者、

美食伴手禮業者等超過1,225家餐飲美食業者(含分店)參與，並

與2大電商通路Eatme食我、FootPoint踩點趣合作開發APP版美

食優惠護照，帶動國內民眾及國外自由行旅客來臺餐飲消費，

累計活動參與人數至少25.7萬人次，促進餐飲及相關產業營業

額合計至少6億元。 

2. 完成國內會展(臺灣美食展)參展1場次，與餐飲老店行銷計畫聯

合16家業者以「食旅臺灣味」主題，呈現臺灣料理豐富多元。

展示攤位模擬餐廳實際場域進行販售，邀請臺灣北、中、南、

東代表性業者(如:東方饌黔天下、詠豐堂、怡人園&四蔬五莖、

西井村蜂蜜滷味、鹽水肉粽、魏姐包心粉圓、梅門、福品創意

甜品等)參展，展現道地臺灣美好滋味，於現場一次享受，展期

間共吸引約7萬2,580人次參觀本主題館，約1,677人次參與舞臺

活動。媒體露出共16則，帶動餐飲業者營業額超過43.6萬元。 

(二) 建立國際行銷管道 

1. 透過臺日交流產業聯盟推動雙邊餐飲業界交流聯誼，增進政府

單位與臺日餐飲業界之交流，完成國際交流活動2場次，促成

商機媒合共計20家次；完成東京世界旅遊博覽會參展暨交流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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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1場次，於東京世界旅遊博覽會設置「食旅臺灣味」主題館，

提供現場試吃活動，加深國際人士對臺灣美食的印象並透過與

當地業者之交流，更加深入瞭解當地商情與市場動態，主題館

3天期間到訪人數約為1萬9,500人次，約2,100人次參與試吃活

動；另帶領參展業者與當地官方/準官方單位交流建立來臺投資

展店契機，共計參訪交流活動7場次。 

2. 論壇以「亞洲餐飲-點食成金」為主題，並分為(A).交通節點之

美食行銷」與(B).「單點(店)拓展」佈局亞洲2個子題，透過國

內外產、官、學各界菁英互相交流與經驗分享，吸引約500位

餐飲相關人士參與，，透過Facebook「網路直播」截至105年12

月8日累計觸及9,250名用戶，吸引1,721人次線上觀看，並持續

擴散，媒體露出共計34則。 

3. 邀請星馬、韓國、港澳、日本4地區共30家國際媒體及部落客

於105年6至7月間來臺採訪拍攝北中南東地區共29家餐飲業者，

國內外媒體露出共計97則（國內1則、國外96則)，觸及人次達

32,058,240人次，創造媒體價值約21,968,038元。 

(三) 計畫整合服務 

1. 配合計畫網站移轉至國光機房，已於105年5月完成計畫網站移

轉與上線，臺灣美食網自建立起，網站瀏覽量達6,719,557人次，

105年造訪瀏覽量累積達169,864人次，平均每天有515人次造訪；

臺灣美食網Facebook粉絲團共有25,870名粉絲，105年新增

13,370名。 

2. 協助主管或上層機關交付事項、定期填報業務進度及數據資料、

時事議題因應措施擬定、政策作法評估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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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產業亮點維新計畫— 

餐飲老店故事行銷計畫(3/4) 

執行單位： 中國生產力中心 

執行時程： 105 年 1 月～105 年 12 月 

執行經費： 22,512 千元 

一、 計畫目標 

協助臺灣 20 年以上在地特色餐飲老店提升競爭力及經營轉型，

運用數位行銷創造老店品牌價值，推動有感行銷強化消費者的認同感，

實質促進商機及拓展市場，帶動我國餐飲老店永續經營。 

二、 計畫內容概要 

（一） 餐飲老店，精選優薦 

甄選經營 20年以上具在地特色與觀光潛力的餐飲業者 30家，

進行品牌故事採訪及文宣行銷品彙編。 

（二） 創新營運，永續經營 

辦理經營管理與數位行銷 36 小時訓練課程及交流論壇 1 場次，

輔導 10 家業者環境品質改善及行銷營運模式優化，培育老店

自行運用數位行銷工具提升經營效益與開拓新客源。 

（三） 故事行銷，推展國際 

拍攝微電影於網路平臺、航空國際線及國內交通要點推播，

辦理系列網實行銷活動，於網路平臺及航空業者推行國外旅

客來臺優惠、國內食旅踩線團等，並與香港電視臺、日本雜

誌合作報導，辦理國內外展銷活動，行銷臺灣餐飲老店品牌

開拓新市場。 

三、計畫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一） 餐飲老店，精選優薦 

完成甄選60家具行銷潛力的特色餐飲老店進行品牌故事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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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及多語言版本彙編及推廣。 

（二） 創新營運，永續經營 

1. 輔導20家餐飲老店，提供營運模式優化及環境品質改善輔導，

提升經營效益與開拓客源，促成投資3,080萬元。 

2. 完成「餐飲老店考察交流」1場次，前往日本東京與大阪學

習參訪並了解投資環境市場消費態樣，促進臺日合作商機。 

3. 完成餐飲老店交流小聚4場次及36小時經營能力提升課程，

以「數位科技應用、品牌經營及虛實整合消費體驗」為題，

共235位餐飲相關業者參與，建立LINE交流群組，隨時透過

群組分享討論精進學習。 

4. 完成辦理2場次「餐飲業的創新與永續國際論壇」，及「日本

餐飲業的服務工學創新趨勢研習營」，以「通路與科技創新」

及「品牌永續」為題，邀請國內、香港、新加坡、日本等10

位領域專家及餐飲代表分享，共390人次參與，協助餐飲老

店及相關業者激發創新經營與永續發展思維。 

（三） 故事行銷，推展國際 

1. 拍攝微電影於網路、中華航空國際線、臺鐵、國光站及電子

媒體傳播，涵蓋美加、澳洲、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

律賓、日本及韓國等，觸及達3,318萬人次，加深餐飲老店

品牌國際認知。 

2. 辦理「食旅臺灣味」網實行銷系列活動 5 場次，邀集 108

個老店品牌，288 家店家，與 2 大網路電商及 1 家航空公司

共同推動，帶動餐飲及周邊營業額 1 億元以上；參加「臺灣

美食展」及「東京世界旅遊博覽會」，逾 10.6 萬人參觀，達

到店家知名度曝光與產值提升，活絡傳統餐飲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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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3/4) 

計畫網址： http://gcis.nat.gov.tw/neo-s/Web/default.aspx 

執行單位： 中國生產力中心 

執行時程： 105 年 1 月～105 年 12 月 

執行經費： 148,888 千元 

一、 計畫目標 

依據「經濟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及輔助辦法」以此規劃「服

務業創新研發計畫」，協助商業服務業發展，期能以部分補貼的方式

鼓勵業者投入研究新服務商品、新經營模式、新行銷模式或新商業應

用技術支開發，以提升業者之競爭力。啟發業者自主從事研究發展的

意願，引導新業態及業種之產生，進而強化商業核心競爭力。 

二、 計畫內容概要 

（一） 資源挹注 

1. 受理個案計畫申請至少 240 案，辦理計畫審查會議至少 50

場。 

2. 核定補助個案計畫至少 80 案，依個案契約時程，完成簽約、

預算審查、撥款、進度審查、財務查核及結案作業。 

（二） 資源整合 

計畫轉介服務計 20 件。(如:創櫃板、SBIR 等其他政府計畫)。 

（三） 知識淬鍊 

1. 編製個案成果專輯 1 式 150 冊、電子版 1 式。 

2. 撰寫個案研析 1 式、電子版 1 式。 

3. 針對 103 及 104 年度結案之個案計畫，辦理績效追蹤及效益

分析，提出個案績效追蹤及效益分析報告 1 式。 

4. 撰寫 5 篇創新知識研析，每篇約 1,500 字。 

（四） 知識擴散 

1. 辦理計畫相關說明會 12 場次(含提案、簽約、期中、期末說



 

73 

明會)。 

2. 維護並管理計畫網站，每月發行電子報 1 期。 

3. 配合辦理策略合作說明會 5 場；小型商談 5 場。 

三、計畫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一）資源挹注 

鼓勵企業研提計畫共計 259 案，經召開審查會 59 場及召聯

會決議共核定 87 案(創新營運、整合聯盟)，帶動營業額增加 7

億、 促成投資 1.2 億，研發人才投入服務創新研發計畫共計 813

人次，其 中高知識人才含博士佔 14 人、碩士 133 人、大學 426

人，顯見本計畫已帶動服務業之創新動能。 

（二）資源整合 

已轉介單位共計有：CITD 計畫、中央 SBIR 計畫、地方

型 SBIR、創櫃板、馬上辦服務中心、異業媒合等計畫或單位，

轉介達 22 家 26 件。 

（三）知識淬鍊 

編製計畫補助以12個創新案列之故事文宣品成果專輯-『創

新達人教你這樣做服務』，個案研析-『用創新點亮服務商機』1

式、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績效追蹤及效益分析報告』1 式、

創新知 識物件(MKC)累積篇幅 5 篇。 

（四）知識擴散 

透過各項實體廣宣說明會及配合公部門跨部會合作推廣說

明會共計 23 場次，與會人員共計 1,828 人次。另虛擬通路的廣

宣(電子報 12 期、計畫網站)、FB 粉絲團發佈轉介服務創新相

關論壇、活動、課程及案例逾 109 筆專欄文章(含青創資訊 32

筆)，總計觸達 120,995 瀏覽人次。除強化業者對計畫之了解，

並邀請過去執行績優 之業者分享創新歷程，透過實體活動促使

業者持續投入創新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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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能源管理與技術輔導計畫(1/2) 

執行單位： 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執行時程： 105 年 4 月～105 年 12 月 

執行經費： 2,900 千元 

一、 計畫目標 

探討商業因應氣候變遷衝擊之調適策略，並針對一般零售連鎖企

業調適資訊調查，進行連鎖企業節能改善輔導。並透過辦理節能減碳

種子教師人才培訓，提供業界參考與學習，協助企業培訓節約能源專

業人才。 

二、 計畫內容概要 

主要為探討商業因應氣候變遷衝擊之調適策略，並針對連鎖企業

進行調適資訊調查，輔導連鎖企業提出節能改善措施與需求誘因調查。

辦理節能減碳種子教師人才培訓，以提升專業人才能力，提供業界參

考與學習並擴散至連鎖企業。計畫工作包括節能減碳策略研究、節能

減碳輔導及節能減碳廣宣服務。 

三、計畫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一） 節能減碳策略研究 

1. 完成蒐集國內外氣候變遷衝擊案例、氣候變遷調適技術及新

商機等資訊。 

2. 完成2處連鎖企業氣候變遷調適現場訪談與簡易輔導，藉由企

業調適能力調查，彙整連鎖企業於氣候變遷下之預防措施及

災害應變能力，使連鎖企業業者了解做節能改善的同時，也

可將氣候變遷摘害預防納入改善設計之改良項目，減緩氣候

變遷造成之衝擊。 

3. 完成韓國、新加坡與我國節能政策優越性比較分析，研析服

務業相關節電推動措施及節電發展技術，以規劃納入未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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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執行之參採。 

4. 完成一般零售連鎖企業分類耗能指標參考值，藉此提供相關

業者於能源管理與節能改善評估之參考依據。 

（二） 節能減碳輔導 

1.完成 5 家連鎖企業 20 家分店節能輔導，依據現場輔導之節能

措施效益及各企業分店數推估整體效益，發掘節能效益為

1,137 萬度/年，節費效益為 4,707.6 萬元/年（含間接效益），

整體預估節能率 19.2%，平均回收年限 1.5 年，減少 6,003.4

公噸 CO2 排放量。 

2.完成協助新竹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落實節能績效保證專案，預

計落實節電量 92.8 萬度/年，節費效益為 340.8 萬元/年，預估

節能率 55.6%，回收年限 2.7 年，減少 484 公噸 CO2 排放量。 

3. 完成辦理 1 場次媒合會，共計 68 人，55 家企業參與，現場

並邀請 10 家廠商擺設攤位。藉由邀請歷年接受機關節能評估

輔導或有意落實改善建議之連鎖企業與 ESCO 業者參加，協

助引介節能技術合作，導入節能績效保證專案制度。 

4.節能減碳輔導成果後續追蹤，完成 104 年受輔導連鎖企業及

物流業調查，受輔導用戶希望政府可持續提供資源，以現場

節能服務及補助設備汰換金額，一方面可透過執行團隊技術

檢測和現場輔導引導用戶執行節能減碳工作。 

（三） 節能減碳輔導 

1.完成商業服務業節能專區移轉與更名，搭配商業節能服務業

節能減碳粉絲團更新活動訊息，提供教育訓練資料及相關節

能資訊與成果供連鎖企業能員管理人員與一般民眾下載使

用。 

2.完成人才培訓課程 2 場次，共計 95 人，90 家企業參與，藉由本次

課程提升現場學員對於設計的瞭解，在節能的同時兼顧設計感與

商品理念的傳達，增加商品價值，達到節能與提升營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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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服務業發展動能推升計畫(1/4) 

計畫網址： http://ciis.cdri.org.tw/ 

執行單位： 商業發展研究院 

執行時程： 105 年 1 月～105 年 12 月 

執行經費： 61,285 千元 

一、 計畫目標 

計畫總目標為「優化商業服務業經營環境、提升業者面對國內、

外競爭下之發展動能」，因此將計畫分為五個策略方向推動，分別為

「法制優化調適」、「創新資源驅動」、「產業轉型發展」、「關鍵能量建

置」、「區域談判觀測」，為建立商業服務業前瞻性發展與趨勢研究能

量，提前評估並引進適合發展之創新觀念與商業型態，於計畫內規劃

「前瞻研究」分項；計畫成果之擴散及政策形成則透過「成果擴散及

政策交辦」分項計畫加以實施與推動。 

二、 計畫內容概要 

為「促進服務業優質發展、提升國際競爭能力」，進行以下七項

重點工作： 

（一） 法制優化調適：商業組織效能與公司法規盤點調適、閉鎖性股

份有限公司制度衍生研究、有限合夥法實施法制研究、無限公

司及兩合公司法制調整研究、有限公司法制調適等議題。 

（二） 創新資源驅動：我國商業服務業創新政策-活化創新資源利用

之研析、商業服務業人力資本基礎資訊建置與發展研析-以商

業服務業因應勞工議題發展之輔導與配套研究、關鍵人才職能

基準建置-綜合零售業商品採購人員等議題。 

（三） 產業轉型發展：零售業科技應用試點實作、台日合作發展模式

研析、新興服務業發展趨勢等議題。 

（四） 關鍵能量建置：商業服務業資訊建置(年鑑、4 大產業分析、16

細產業報告、商業簡介)、商業服務業景氣領先指標探討及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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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季景氣指標發布、商業服務業資訊網(ciis.cdri.org.tw)維運及

電子報發佈、2016 商業服務業範疇界定研析、主要商品物價

變動成因與物價資訊建置等議題。 

（五） 區域談判觀測：我國商業服務業產業市場開放影響觀測掃描與

動態情資、服務貿易協定對商業服務業影響資訊建置(包含東

協五國市場開放對我國商業服務業之影響評估及 TPP、RCEP

及 TiSA 之持續追蹤與影響評估，共 2 項)。 

（六） 前瞻研究：進行 2030 商業服務業發展先期規劃(含節能減碳)。 

（七） 成果擴散及廣宣：全國產業發展會議議題研究、兩岸現代商業

服務業交流。 

三、計畫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一）法制優化調適：隨著 104 年公司法新增閉鎖性公司相關條文及

有限合夥法部分條文修正通過，藉由後續修法追蹤研議，可直

接掌握廠商實施情形，並且即時解決並反應制度實施困境。除

新法實施之實證追蹤外，藉由盤點商業服務業相關法規及法制

諮詢平台運作，可即時掌握產業變化及即時結合產業、主管機

關及學界專家意見進行溝通對話，共同促進產業成長茁壯。 

執行成果如下： 

1.觀測商業組織現狀，盤點與檢視商業組織效能之商業法規與

缺口。完成 4 場法制諮詢小組會議，4 次即時法制諮詢，提出

法制建議方向 4 式-董事報酬與股東諮詢性投票、經營權與股

東表決權拘束契約、複數表決權股、商業判斷法則、公司法

第 27 條等議題。 

2.透過實證訪談，蒐整新創業者及創投業者 20 人次對於閉鎖性

公司制度適用意見，分析國外新創公司常見股東協議約定事

項，分析特別股制度在我國未來可能會產生之類型，提供閉

鎖性公司制度衍生報告 1 式及政策建議 3 項。 

3.實際調查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現況，並 20 人次專家或業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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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彙集，完成無限公司與兩合公司現況研究報告 1 式及政策

建議 3 項。 

4.透過參與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及修法小組工作會議，

蒐集學者專家意見計 10 人次，並參與公司法主管機關就法制

議題討論會議 6 場，完成有限公司法制調適報告 1 式及政策

建議 2 項。 

（二）創新資源驅動：透過國外創新政策研究之研究，以及與產業之

實際接觸、了解真正需求，針對我國服務創新政策之缺口提出

具體政策建議、法規修正內容及建置人力指標，盼能透過多重

管道與加強產業連結為主軸，提出有效之方式營造服務創新友

善環境，加強產業創新意願並帶動整體經濟正面成長。 

執行成果如下： 

1.為深化「服務創新」之概念，強化我國目前服務創新政策體

系，完成創新交流平台之規劃與運作 1 式，辦理創新研發交

流會議 1 場，計 9 家業者 25 人次參與，並提供中小企業投資

抵減條例修正建議及商業服務業從事研究發展活動認定意見

與相關表單檢視 1 式，完成我國商業服務業創新政策-活化創

新資源利用之研析報告 1 式。 

2.完成商業服務業人力資本基礎資訊建置-商業服務業因應勞工

議題(工時、休假、薪資等)發展之輔導與配套研究 1 式，提出

相關政策建議。 

3.完成綜合零售業商品採購人員職能基準建置及課程藍圖各 1

式，並通過勞動部審查。 

（三）產業轉型發展：為強化中小型零業者科技落點分析工具深化應

用，改善臺灣中小型零售業者對於產業共通型或創新型科技之

瞭解程度、投資意願與科技應用普及率等，增加臺灣中小型零

售業者與商發院、資通訊科技/零售業解決方案服務廠商、金

流業者、物流業者、行銷業者等多方溝通連結與協同合作機會，

協助業者進行科技應用，進而提升臺灣中小型零售業者之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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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能力。同時，為強化臺日服務產業合作推動工作，針對臺

日服務業之合作機會、合作模式、合作策略、具體作法與預期

效益等進行深度研究，並完成專案報告。再者，為強化產業的

推動工作，將透過訪談或座談會建立新興服務業、服務業創新

或趨勢研究相關領域專家顧問團，透過研究發現具創新潛力且

有意願嘗試的業者，以瞭解業者創新轉型缺口，為其引介相關

專家顧問或異業合作的業者，協助其因應新興服務業的發展趨

勢，進行轉型發展。 

執行成果如下： 

1.進行批發零售業中小企業科技準備度調查 1 式，共調查 504

並歸納其科技落點，針對有意願之 7 家業者透過工具提出之

策略建議，做為提升科技應用之方向。 

2.聚焦於探討台日服務業之合作情形，成立台日商業服務業交

流平台 1 式，透過長期且規律的召開會議，提供政府建言。 

3.完成 3 場專家趨勢座談會及 3 場業者座談會，並完成 7 人次

專家業者訪談與意見蒐集，提出新興服務業發展趨勢報告 1

式，以使新興服務業在我國順利發展，使政府掌握產業動態，

即時建置適合產業發展之環境。 

（四）關鍵能量建置：經由商業服務業資訊建置以提供領先資訊、提

升資訊運用價值，以及協助產業發展趨勢掌握，期望能協助業

者獲得商業應用的實質助益。由於目前商業服務業有結合異業

發展之趨勢，這種以異業結盟方式必須加以重視。但礙於法令

規章及管轄單位的差異，將造成異業結盟的破局，將進行商業

服務業範疇界定。同時，重要原物料價格波動將會造成我國經

濟結構的改變，對於以內需市場為主的商業服務業來說，是非

常重要之議題。面對物價波動高的態勢，政府應擬訂政策方向

來因應，物價資訊建置相形之下變得非常重要。 

執行成果如下： 

1.透過精確之數據統計運算、專家學者的調整，及大量數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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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以瞭解商業服務業景氣概況及未來可能的走勢。己發

布經濟情勢分析 12 篇、批發、零售、餐飲、物流四大產業分

析報告 1 式。 

2.按月公布景氣指標新聞稿 12 則、媒體露出 406 則，潛在影響

商家逾 10 萬。 

3.電子報 24 期提供逾 7 千名會員，持續營運資料庫建置並發佈

基礎資訊達 60 萬筆，使用及瀏覽人數超過 210 萬人次，供服

務業之業者、學者和研究人員即時且全面的資訊平台。 

4.適用市場研究、新興服務業商機探索並透視國內外商業服務

業發展趨勢，出版商業服務業年鑑 1 式，專題成果編輯 5 冊，

作為產業脈動、商情分析、企業競爭力等研析的工具書。 

5.因應不斷產生之新興服務型態行業之管理問題，提出商業服

務業行業範疇之界定報告 1 式，以透過界定工具，區分我國

新興行業之歸屬。 

6.從商業司業管的主要民生商品（鮮奶類、麵包類、米類、奶

粉類、衛生紙類、速食麵類、沙拉油類、醬油類與麵粉類）

價格之計量模型，釐清影響九大商品價格的因素。完成物資

價格波動成因研究 300 份問卷，建置物價資料庫(包括民生物

資調查資料、原物料價格) 1 式，藉由模型（量化）與問卷（質

化）分析之結果，以即時得知物價相關資訊，協助商業司未

來判定各因素變動對我國主要民生商品價格之影響。 

（五）區域談判觀測：近年來各國洽簽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FTA) 速

度加快，尤其大型區域整合如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協定，以及 WTO 服務貿易協定 (TiSA) 等形成，因此

建構我國商業服務業於貿易談判的資訊，顯得格外重要。我國

服務業對外要面對各國 FTA競賽，對內要面臨市場需求轉變，

如何隨著市場需求變動，並強化企業在海外市場與其他國家競

爭之能力，是目前推動服務業發展的重要課題。對於優化我國

商業服務業環境，本分項之目標在於外在區域貿易協議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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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我國商業服務業於 FTA 談判的資訊，並提早洞察國內市

場脈動，因應市場需求轉變，以內外兼顧方式，來促進我國商

業服務業發展。 

執行成果如下： 

1.調查了解我國商業服務業 11 項服務產業發展與經營現況，提

出我國商業服務業產業市場開放影響觀測掃描與動態情資報

告 1 式，進一步釐清之產業競爭力概況，並協助政府提出產

業競爭力提升或未來產業發展之方向。 

2.完成區域貿易資料庫建置(包括我國商業服務業資料表、動態

訊息) 1 式，提出服務貿易協定對商業服務業影響資訊建置報

告 1 式，提出可行之政策建議，供政府單位進行貿易談判時

之參考，及產業開放過程協助業者之相關政策制定。 

（六）前瞻研究：分別針對 BAU 與未來可能情境，描繪服務業部門

二氧化碳排放趨勢，完成前瞻 2030 商業服務業發展先期規劃-

商業節能減碳前瞻研究期末成果報告 1 式，以符合 INDC 的標

準之下，劃分服務業各細項業別所需的減量目標。 

（七）成果擴散及廣宣：提報影響我國最新重大情勢研析 46 項。辦

理「第四屆兩岸現商業代服務業合作發展會議」1 場，400 人

與會。完成計畫成果發表會 3 場，計 638 位業者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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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結構調整與科技應用規劃計畫(1/2) 

執行單位： 台灣經濟研究院 

執行時程： 105 年 2 月～105 年 12 月 

執行經費： 10,926 千元 

一、 計畫目標 

（一）建立國內外服務業的觀測指標，並深入探討服務業結構調整之

議題，以瞭解我國服務業及商業服務業的發展變化、問題癥結、

科技應用、升級情勢與未來趨勢，同時瞭解台灣服務業與商業

服務業未來可能的國際化發展走向，進而研提適切且可行的產

業結構調整之策略規劃。 

（二）協助檢視社會資源投入對於法人機構營運成效，作為政府機關

資源分配之依據，以確保達成提升經濟發展之目的，並維護公

益之永續經營。 

二、 計畫內容概要 

（一）臺灣服務業指標資料分析與專題研究 

1.臺灣服務業指標資料分析 

(1)建立臺灣服務業升級指標資料，並分析國內外服務業發展

態勢，以監測與掌握我國整體服務業與商業服務業之發展

現況、科技應用情形，並檢討目前產業結構之問題癥結，

以及未來可能的國際化發展走向。 

(2)提供未來國際發展態勢、服務業及商業服務業的產業變化

分析，供政策研擬之參考。 

(3)從產業結構調整角度，分別研提我國整體服務業與商業服

務業之短期、中長期的具體可行策略規劃建議。 

2.專題研究 

(1)主要國家商業服務業發展政策對我國啟示之研究。 

(2)通路業者對市場價格掌控能力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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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匯率與原物料價格變動對於零售價格影響之研究。 

（二）民生物資物價指標之建置與監控 

1.整合次級資料或政府相關單位所建置的物價資訊，並建立民

生物資物價指標，以瞭解價格調整變化趨勢。 

2.蒐整及研究上下游(供應商及零售端)價格的相關資料，透過上

下游(供應商及零售端)價格的差異變化，瞭解商品價格的傳遞

影響程度，研提適切可行的政策建議。 

（三）提供我國商業服務業短期最新發展情勢 

1.蒐整國內外各項最新經貿統計資料，以及商業服務業相關經

濟指標資料。 

2.提交各國（含我國）總體經濟、個別商業及經貿政策最新動

態評析，並定期編製編定每月商業服務業現況、每季商業服

務業發展情勢季報，協助商業司及各界掌握現況。 

（四）法人業務查核機制設置與作業執行 

1.配合經濟部法人業務查核需求，調整法人業務績效查核機制，

作為執行實地查核作業之依據；並擔任行政幕僚角色，支援

105 年度經濟事務財團法人實地查核作業。 

2.針對財團法人相關議題，進行國內外多元資料的蒐集與研

析。 

三、計畫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一）計畫產出共 6 式：「臺灣服務業指標資料分析」、「主要國家商

業服務業發展政策對我國啟示之研究」、「通路業者對市場價格

掌控能力之研究」、「匯率與原物料價格變動對於零售價格影響

之研究」、「民生物資物價指標之建置與監控」、「經濟事務財團

法人組織及業務查核報告」等。 

（二）提供當前商業短期發展之整合性資訊，出版服務業及商業服務

業現況月報(每月 1 式共 12 式)、商業服務業發展情勢季報(第

二、三、四季共 3 式)，瞭解我國商業服務業最新動態、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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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與未來可能問題，作為司裡因應對策之參考。 

（三）研析國內外服務業的時間序列經濟數據，追蹤服務業及商業服

務業的發展變化；並分析主要國家推動服務業之政策方向與策

略，了解全球服務業長期發展趨勢，進而研擬具體、可執行之

服務業發展建議供政府參酌。 

（四）藉深度專題研究獲致重要研究成果，並回饋至產業結構調整之

政策建議。另因應國內外突發經貿事件對臺灣商業服務業所造

成之重大影響，就商業司指定議題進行即時性專題研究，俾利

提供因應建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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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成功輔導案例介紹 

計畫名稱：商業服務業科技化與國際化發展計畫 

廠商名稱：宏碁電腦菲律賓分公司 

輔導計畫：B2B 企業採購供應鏈 APP 服務應用 

示範性質：創新模式與改善流程 

 

產業需求及面臨問題 

總公司與經銷商的訂貨處理流程，庫存資訊不透明 

由於宏碁在菲律賓主要模式並不是直接銷售，而是以出貨給經銷

商，再由經銷商出貨給通路商的方式，層層環節下導至商品庫存資訊

不透明，總公司無法即時掌握通路商銷售情形，通路在無法掌握供貨

的情況下的行銷活動也會受限。 

 

輔導重點 

將 KD8 主要為 B2C 模式的平台轉化為目前宏碁菲律賓需要的

B2B 形式，然後介紹對宏碁的益處，包括了讓訊息傳遞一致化、即時

銷售資料提供以及能 3 大數據分析銷售資料以供銷售團隊及產品部

門參考。目前就已開發及預定開發之行動商務相關功能、所使用之軟

硬體環境等完成細部討論，新需求包含銷售物品 Scan、店員即時意

見回饋及管理預測分析等，將納入開發規劃進行調整。 

 

執行效益 

將行動銷售與管理服務平台 KD8 成功推廣至宏碁電腦菲律賓分

公司進行 B2B 的企業採購供應鏈 APP 服務應用，宏碁將運用行動化

APP 與當地 30 家經銷商進行訂貨處理，做為 ACER 產品與在地通路

商的行動直購服務，核心目標為即時蒐集銷售端數據資料，做為

ACER 後端生產供應的需求預測與行銷活動佐參。預計於年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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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商品資料上架與APP上線，開始對經銷商進行推廣使用與營運。

本案已將成為行動銷售與管理服務平台 KD8 的 B2B 企業採購應用示

範案例。 

 
Acer Philippines B2B App 畫面 

 

 

 

 

 

 

 

 

 

 

 

 

 

 

 

在 Acer Philippines 辦理經銷商推廣會議 

  



 

87 

計畫名稱：電子商務雲端創新應用與基礎環境建置計畫 

廠商名稱：紅門互動有限公司 

輔導計畫：協助業者發展創新行動應用 

示範性質：特色加值 

 

產業需求及面臨問題 

一、 紅門互動為新興電商企業，成立於 2010 年，資本額 1,200 萬，

創辦人為國內知名網路創業家，團隊成員 22 人。目標在於創造

出購物零距離的服務，以此概念結合網路、手機、實體等模式，

提供整合虛擬與實體的電商服務。 

二、 推出的核心電商應用有兩大類，一是 Pingle 品購網，串聯國內

各購物網站千萬筆商品資料，協助消費者快速找到合適商品。

二是 EagleEye 鷹眼數據，提供電商大數據分析服務，協助客戶

分析網路消費者行為，挖掘具消費潛力的網路族群。 

三、 是否可利用電商數據提供加值服務，開發新的營運模式。 

 

輔導重點 

一、 有鑑於紅門已有龐大的國內網購商品資料及消費者行為數據，

並可針對企業客戶提供客製化品牌分析及數據服務，故建議進

一步發展為平台服務。引介Big Data專家並藉由團隊訪談討論，

逐步凝聚行動應用創新的概念，規劃讓企業客戶可以在平台上

分析自有網站/行動端的使用者行為數據，以及整合第三方外部

人群數據(例如紅門擁有 50 萬消費者與 3,500 萬商品的相關數

據)，然後依搜尋、瀏覽行為、興趣喜好區分多個不同的人群，

再依不同的人群提供個人化的電子商務廣告行銷活動，提供精

準廣告投放，成為一條龍式的整合應用服務。 

二、 另引介紅門與國內創投業者交流，如中加顧問、新光國際創投

等，從投資角度檢視紅門產品與技術、市場與競爭等，幫助紅

門瞭解新創事業募資步驟，紅門後續將評估是否引入創投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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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速營運發展。 

 

執行效益 

一、 協助紅門互動發展 EagleEye Data Analysis System，運用 AWS

環境及自行研發的演算法，每月分析超過千萬人次的行為數據，

將人群標籤分為 2.8 萬個，企業用戶可將自有用戶行為數據上

傳，建立起自有的人群數據庫，並與第三方數據比對(如紅門擁

有 50 萬消費者與 3,500 萬商品相關數據) ，做出精準媒體採購

決策，並跨裝置投放到手機、平板、桌機的目標人群。  

二、 EagleEye Data Analysis System於 9月上線，使用店家包括momo、

永豐商店、udn 買東西、GoHappy、Friday 等 17 家，目前使用

店家的轉換率平均約增加 0.11%。 

 

 
創新應用輔導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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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商業服務價值提升計畫 

廠商名稱：六六電商（股）公司 

輔導計畫：電商商品庫跨境服務提升計畫 

示範性質：創新模式與改善流程、國際接軌、特色加值 

 

產業需求及面臨問題 

臺灣中小企業業者面對不熟悉市場及當地消費者、多種產品電商

平臺上架規範、跨境物流通關准證與跨境交易金流等問題，臺灣進入

跨境電商市場的電商廠商眾多，且規模差異極大，有能力針對臺灣百

萬中小企業電子商務化需求，提出解決方案的跨境電商平臺業者較

少。 

 

輔導重點 

藉由電商商品庫，整合臺灣廠商優質商品，並提供品牌代操、專

業行銷以及介接海外運營商…等協助，協助臺灣業者進軍大陸地區市

場，不僅有效協助臺灣中小企業以低廉成本進入跨境電商市場，亦能

以快速便捷的金流、物流，建立臺灣商品之優質品牌形象。 

 

執行效益 

一、 協助 101 家國內供應商（如：甲仙地區農會的醃梅類產品、來福

實業的寵物洗毛精…等）於台灣及大陸地區約 2,500 個虛實通路

點上架銷售，創造新增營業額達約 1 億 7,000 萬元/年。 

二、 提供跨境金、物流服務，使運籌作業時間由 3 天縮減為 1-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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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電商「電商商品庫跨境服務」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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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低溫物流國際化發展推動計畫 

廠商名稱：台灣之窗股份有限公司 

措施名稱：低溫品集運跨境及城市儲配服務體系推動－農產品跨國

冷鏈物流服務模式 

示範性質：創新模式與改善流程 

 

產業需求及面臨問題 

一、 臺灣水果在海外市場，無論在品種、風味上都獨樹一格，在國

內亦是重要的經濟作物，惟其供應鏈網絡錯綜複雜，為能順暢

地整合產銷儲運，需同時具備商流媒合、供應商與通路客戶管

理、訂單管理、貨物全程冷鏈狀態追蹤與控管、物流資訊管理

與跨國供應鏈管理等整合能力。 

二、 水果在儲運上有其要求，例如：芒果不耐碰撞、香蕉儲運需保

持恆溫控制以利精準催熟，俾利臺灣香蕉能更耐常溫儲放，且

不易散落變色熟爛等。因此，必須要有具經驗或專業能力的物

流商來執行，才可兼顧快速的運送速度以保持鮮度與良好的冷

鏈儲運管理保障品質兩目標。本服務模式體系在運作上，係應

用優良冷鏈物流系統(含軟硬體系統技術應用與導入標準作業

程序規範)，來支援優質水果產品運銷。 

 

協助重點 

一、 協助台灣之窗以臺灣為運籌中心，以中國大陸、中東為主要市

場、臺灣與中南半島為產地，整合海內外物流商資源與能量，

協助其導入冷鏈物流作業規範建議，以支援臺灣具海外市場競

爭力之水果商品，建立跨國冷鏈物流供應鏈。 

二、 協助台灣之窗以全球貨況與品質追蹤平台掌握產銷全程物流資

訊，並以行動化感測技術支援溫度溯源管理，並導入冷鏈物流

作業規範，建立優質冷鏈物流服務體系，同時佐以低溫品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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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匯集系統作為商物流曝光載體，強化國內外物流與商品供

需鏈結與能見度。 

 

執行效益 

一、 台灣之窗以臺灣為運籌中心，建立水果產業國際供應鏈，整合

5 家出口貿易商及海內外 10 家物流企業之服務能量，擴散香蕉

供應鏈營運與優化模式，新增產銷基地與物流據點，擴大商品

品項與市場通路，確實掌握臺灣與東南亞(越南、寮國、柬埔寨)

的水果(香蕉、鳳梨、芒果)生產基地之產能與貨源，積極拓展

海外國際市場與通路，成功新增 12 處海外市場，創造水果跨境

流通商機超過 3 千萬元。 

二、 完成建構供貨多源化、通路多元化之農產品跨國冷鏈物流服務

模式，並應用冷鏈物流技術、冷鏈物流作業規範建議，協助物

流儲運作業優化與管理。 

 

 

台灣之窗-農產品跨國冷鏈物流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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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物流中堅企業國際化推動計畫 

廠商名稱：沛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措施名稱：貨物來臺灣中轉之物流服務模式－整合近洋與遠洋航線

貨源擴大多國集倂櫃(物)服務 

示範性質：創新模式與改善流程 

 

產業需求及面臨問題 

一、 臺灣進出口貨量衰退，沛華公司為使企業永續經營，並維持產

業地位，不僅整合自身掌握之轉口貨源，更積極統合承攬同業

貨源，以共用多國貨櫃(物)集併作業 MCC 專區作業之方式，控

制並降低轉口貨移動成本，擴大貨物來臺轉運規模量。 

二、 貨物來臺灣中轉訴求因素包含時間、品質與成本，然而目前臺

灣物流業者與貨物來源國及目的國之代理間存在資訊不透通的

問題，造成作業過程中之貨物資訊、報關資訊、船期航班資訊、

裝併櫃資訊需不斷重複登打，效率差且錯誤率高。 

 

協助重點 

一、 根據現行 MCC 法條與相關管理辦法，蒐集操作 MCC 可能遭遇

困難，探討可行解決方案與建議。 

二、 協助沛華公司透過辦理 MCC 座談會向客戶和同業分享操作經

驗，並且提供同業費率統合服務方案，匯集同業承攬服務能量，

共同推展 MCC 業務，帶動外貨來臺灣中轉之營運規模。 

三、 協助沛華公司導入支援貨物中轉之進出口供應鏈資訊整合系統，

將中轉貨物訂單與中轉物流資訊進行整合，提升物流資訊的透

通，強化快速回應機制，支援中轉物流模式之作業效率。 

 

執行效益 

一、 整合沛華集團海外據點貨源與全球主要航線，並篩選出最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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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進行中轉的貨物，運用近洋與遠洋航線之接駁及 MCC 倉

儲專區進行轉口作業，使貨物移動成本降至最低，成為推動

MCC 業務之領頭羊。另外，因應同業中轉貨源規模不一，為協

助同業解決貨量少、中轉物流費用高的困擾，沛華公司率先提

出 MCC儲運整合費率，推動同業共用中轉貨物代理服務機制，

帶動貨物中轉規模量，創造轉運貨群聚(積少成多)效益，增加

物流合作服務商機。 

二、 整合近洋與遠洋航線貨源，擴大來臺灣中轉集倂櫃(物)服務商

機，商品價值約 6.6 億元，整合貨物來源國 7 國、目的市場國

26 國、供應鏈成員 39 家，進出臺灣中轉櫃量共計 643 櫃，增

加物流服務營收 2,100 萬元。 

三、 貨物由美國港口起運經香港/新加坡轉口至印度約需 30天航程，

改由經臺灣轉口至印度僅需 23 天，貨物中轉臺灣可縮短 7 天。 

 

沛華公司操作多國貨櫃(物)集併作業之營運模式 

 

  

轉口貨

進口貨

進口貨

轉口貨

MCC區 出口區進口區

MCC櫃場

T3轉

進
口
貨

臺灣港口臺灣港口

沛華與同業

出
口
貨

轉口貨

起運港起運港 目的港目的港

中國大陸、日本
、美國、泰國、
越南、馬來西亞
、菲律賓等7國

巴拿馬、杜拜、沙烏地阿
拉伯、法國、阿根廷、南
非、英國、馬爾地夫、斯
里蘭卡、新加坡、德國、
澳洲、奈及利亞、印尼、
哥倫比亞、以色列等26國

整合近洋與遠洋航線貨源擴大MCC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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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供應鏈重整之物流推動計畫 

廠商名稱：立富康有限公司 

措施名稱：東南亞電商銷售之跨境運籌與物流服務建置 

示範性質：國際接軌、跨境電商平臺 

 

產業需求及面臨問題 

一、國外電商平臺之訂單直接下單給臺灣供應商，因而物流商無法確

切掌握出貨時程。 

二、個別之供貨商直接對應跨境電商，因商品項少量，無法在跨境電

商平臺取得比較好的行銷及價格利潤。 

 

協助重點 

一、佈建臺灣到東南亞的流通物流通道模式的雛形，協助國內供應商、

營運商將臺灣商品跨境銷售東南亞，並於新加坡設置商品集貨

倉。 

二、建置跨境運籌平臺，以訂單統合、庫存統合、發貨物流整合的資

訊服務轉型運籌服務商，透過資訊系統串接東南亞電商及臺灣電

商之銷售及庫存資訊，以利迅速將商品配送至東南亞消費者手

上。 

 

執行效益 

一、 量化效益 

指標名稱 
105年度 

預定目標 

105年度 

期末達成 
差異說明 

關 

鍵 

績 

效 

指 

標 

焦點

企業 

系統交易

品項數 

2 萬筆 2.1 萬筆 1.導入 3 家跨境電商平臺 

2.媒介寄倉商品給電商平臺上

架，以增加跨境平臺之交易品

項數 

營收成長 350 萬元 355 萬元 因以下項措施可增加立富康營

收： 

1.導入其它跨境電商平臺 

2.媒介商品到電商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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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105年度 

預定目標 

105年度 

期末達成 
差異說明 

運籌平臺

銷售額 

5.1 億元 5.12 億元 因以下措施可增加運籌平臺銷

售額： 

1.導入 2 家跨境電商平臺 

2.媒介寄倉商品給電商平臺上

架，以增加跨境平臺之交易品

項數 

3.提供賣商商品資訊給平臺業

者，可以擬定促銷策略以刺激

買氣 

流通

業者 

跨境電商

平臺導入

數 

3 家 3 家 無 

供應商導

入數 

800 家 820 家 透過以下措施導入更多供應商： 

1.媒介商品給電商平臺之供應

商 

2.透過廣宣活動所吸引供應商 

物流

業者 

物流業參

與數 

5 家 5 家 1.透過出口報關資訊來整合報

關行或國際快遞業者 

2.整合5家國內倉儲業者以因應

未來跨境商品量增加所需空

間 

增加營收 6,500 萬元 6,621 萬元 因導入 3 家跨境電商平臺和現

有平臺銷售量增加，增加物流業

營收 

帶動投資 6,300 萬元 6,300 萬元 因應跨境電商銷量增加，投資： 

1.輸送帶設備 

2.擴建倉儲空間 

3.增購/租購運搬設備 

 

二、 非量化效益 

(一)產業之效益 

1.透過立富康臺灣到東南亞的流通物流通道，增加國內B2B、

B2C 業者於境外銷售商品的機會，帶動整體跨境電商產業

增加對外銷售與國內物流業，完成跨境電商運籌資訊平臺

系統，具體效益有 3 家國內跨境電商平臺參與導入。 

2.作業流程改善，透過多元通路串接至單一平臺，並整合倉

儲、進行國際快遞與境外集貨，下單後以 3-5 日內送達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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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消費者，縮短商品交貨時間。 

3.隨著方法與技術服務的成熟，則能吸引更多分別在供應鏈

扮演不同角色的業者跟進，快速擴大規模。 

(二)企業之效益 

協助立富康公司轉型升級，從資訊廠商（OEM 代工程式撰

寫）轉型為系統服務商（主動提供跨境電商資訊服務），奠定企

業競爭力，並透過轉型後業務，增加額外的營收。 

(三)物流業之效益 

帶動其它第三方物流業者轉型從事電商物流和跨境電商物

流，將營運模式升級為少量、多樣、快速出貨的營運模式，並物

流業者的營收。 

 

 

訂單揀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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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轉運倉庫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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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推動保鮮溯源物流服務計畫 

廠商名稱：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措施名稱：城市物流自動存取服務模式 

示範性質：創新模式與改善流程 

 

產業需求及面臨問題 

根據 2015 年尼爾森虛擬購物行為研究報告，臺灣網路購物人口

逼近 600 萬大關，網路購物加上宅配到府，對於消費者具有省時省力

之吸引力。但對於宅配業者而言，因消費人口大多為上班族且在宅率

偏低，收件者往往無法配合送貨時間在家等待，導致高達 10%-15%

之宅配包裹，需要進行二次投遞，造成配送效率不彰。 

 

協助重點 

協助宅配業者(統一速達)規劃無人化自動存取服務作業流程如下

圖，共同打造城市物流末端配送之創新配送服務；收件者無法當場收

取的包裹改置於智慧儲物櫃中，降低宅配人員重複配送之時間成本，

收件者則能夠彈性地選擇取件時間。 

 

執行效益 

1.協助統一速達規劃自動存取服務模式之作業流程，改善現行宅配作

業因消費者無法當場取貨、需進行二次投遞造成效率不彰之物流瓶

頸，減少近 1,000 次之包裹進行重複投遞，降低重複配送成本。 

2.以城市物流公共平台的概念，結合統一超商門市、協助統一速達合

作進行服務模式驗證：建立宅配轉店取服務，提供 24 小時代收、

代管宅配包裹服務，藉此創新服務機制突破「收送貨雙方在時間與

空間無法同步配合」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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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速達之無人化自動存取服務作業流程 

 

 

無人化自動存取服務之智慧儲物櫃建置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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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需求及面臨問題 

一、 軸心企業-里仁事業：實體銷售通路之行銷模式傳統，成效有限；

生鮮蔬果不易提供宅配服務而影響銷售 

 傳統實體門市擺放 DM 或立牌方式促銷，無法快速廣泛接觸

到目標客群；僅提供既有企業商品促銷，未進行跨業合作； 

 生鮮蔬果商品需要低溫冷藏且不耐碰撞，提供宅配服務容易

發生糾紛，故不易將銷售通路擴及網路或其他線上銷售模式 

二、 利基業者-格外農品：傳統電商銷售模式轉換率低；規格外商品

無法順利銷售，造成商品浪費、農民損失。 

 以傳統電商方式，在網頁上提供商品與價格行銷，轉換率僅

約 1.5%； 

 農產品大出時節無法全數銷售，除了製作成加工品、贈送需

要的單位外，其餘產品就必須要銷毀；包含椪柑、鳳梨、木

瓜、火龍果等產品，平均規格外產品佔 10%，其中便有 5%

因位置做為家工品而丟棄、浪費。 

 

輔導重點 

一、 以食譜影片行銷模式，串聯食材、廚具與廚藝教室共同銷售 

結合里仁與食材業者拍攝有機食譜影片，並將影片置於台灣好食

材官網、facebook 與 Youtube 宣傳，利用動態影片取代靜態商品

介紹，吸引消費者目光；此外，並進一步在影片中導入隨看即買

機制，進一步刺激消費、促成導購 (提供“i”作商品介紹，並導流

回商品官網下單)。 

計畫名稱：商業服務跨業聚合加值推動計畫 

廠商名稱：里仁事業、台灣好食材、格外農品 

生態系名稱：養生樂活商業服務生態系 

示範性質：跨領域整合、創新模式與改善流程、特色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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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數據分析結果回饋調整行銷模式 

紀錄消費者點擊食譜影片狀況、影片促進銷售成效，並將數據回

傳至共通服務系統進行分析，並將分析結果提供給相關業者參考、

進行食譜影片行銷模式修正。 

三、 顧問輔導協助產品創新 

由顧問團提供諮詢輔導，針對受輔導之業者提供包含跨業合作。 

 

執行效益 

台灣好食材與里仁等業者合作，共拍攝 11 支具有導購功能的影

片上架至 Youtube 網站，已吸引超過 12 萬人次瀏覽，並促進實體與

線上銷售共計新臺幣 9,500 萬元。 

一、 里仁事業：以食譜影片行銷結合隨看即買機制，帶動實體門市與

電商平臺之商品銷售，舉例說明如下： 

 Ÿ 【養生茶飲】消水腫紅豆水於影片中可導購商品包含護鷹

紅豆（165 元/包；價格為市場上一般紅豆 3-4 倍）與德國

WECK 密封罐（900 元/組），其中護鷹紅豆在線上影片推出

後兩周內便銷售一空。 

 透過食譜影片導客至實體門市採購新鮮蔬果，避開物流貨損

困擾，如有機帝王鳳梨 1,600 顆及網紋香瓜 2,300 顆於食譜

影片上線後兩天即售罄，銷售收入 103 萬元。 

二、 台灣好食材：運用數據分析工具找出較有效益的影片拍攝方式，

並以食譜影片行銷結合隨看即買機制，帶動電商平臺商品銷售： 

 透過數據分析方法，歸納出有效的影片拍攝行銷模式，包含

搭配友善環境訴求的主題式行銷、搭配有機蔬果產季的季節

式行銷、由廚藝教室延伸的串聯帶動式行銷以及具吸睛效果

的新穎式行銷效果最佳，較傳統模式可提升 3 倍以上銷售。 

 與廚藝教室合作，在鑄鐵鍋銷售淡季結合食譜影片進行行銷，

影片行銷推動後鑄鐵鍋銷售量由業者預期 10 組左右大幅增

加至 100 多組，帶動 10 倍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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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格外農品：結合顧問輔導與食譜影片行銷機制，進行產品創新並

提升行銷轉換率與擴大銷售通路 

 發展新產品-果醬茶，提升規格外農產品可製作的加工產品種

類，新產品的食譜影片也更吸引消費者目光，如果醬茶食譜

的點閱率較一般影片高 3.5～9 倍，搭配隨看即買機制後也讓

行銷轉換率從 1.5%提高為 5%； 

 透過影片行銷不僅提升格外農品的產品銷量，同時也吸引樂

菲有機超市、慕牧館、SEEN 信等 3 家新的銷售通路簽定合

作，進一步協助格外農品擴大銷售通路。 

 

 

結合廚藝教室與食譜影片進行行銷與導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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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需求及面臨問題 

一、飲料業者多數仍採紙本或電話點單，造成賣方成本提高、錯誤率

增加。 

二、消費者揪團訂購飲料流程繁瑣，造成團購飲料者的困擾。 

 

輔導重點 

一、 藉由跨域整合建構「行動雲端飲料團購平台」  

二、 整合物流業者、金流業者和通訊軟體功能。  

三、 團員透過一般網頁連結訂購即可將訂單資訊轉入團長之 APP，方

便消費者訂購。 

 

執行效益 

一、 輔導期間為業者增加共計 116萬元營業額，約 3,800筆訂單。  

二、 業者外送訂單平均單價由 200元提升為 300元，並期間增加 949

家分店加入平臺。 

三、 建構「行動雲端飲料團購平台」，透過整合 LINE 與第三方支付

而優化消費者訂購飲料的流程；另一方面結合物流公司消化尖

峰時段飲料業外送人力不足。藉由此平台的雙向機制強化樂法、

清心福全、50嵐等飲料業的經營能量。 

四、 平台增加 949店(清心福全 700間、樂法 12間、貢茶 80間、金

計畫名稱：臺灣餐飲業科技化服務及展計畫 

廠商名稱：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Angry Birds juice&tea、一抹

茶飲等 3000 家飲料業者 

輔導計畫：飲料店雲端接單與消費者外送團購行動平台創新服務計

畫 

示範性質：跨領域整合、創新模式與改善流程、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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鑛咖啡 60間、HULUCAT TEA HOUSE 4間、圓石 80間及鮮茶道

323間)，並與 POS廠商串接加速影響之力道，未來規劃與貢茶

進入韓國市場。  

 

  

訪視福井工作執行進度 

 

  

APP開發成果說明 

  



 

106 

計畫名稱：臺灣餐飲業行銷推廣計畫 

廠商名稱： 

東方饌黔天下、詠豐堂、怡人園&四蔬五莖、西井村蜂蜜滷味、鹽

水肉粽、魏姐包心粉圓、梅門、福品創意甜品 

措施名稱：食旅臺灣味聯合行銷推廣 

示範性質：跨領域整合、國際接軌 

 

產業需求及面臨問題 

一、 提升國內品牌認知，增加臺灣美食國際知名度，吸引國外觀光客

來臺享用臺灣美食。 

二、 提升餐飲營業額。 

 

輔導重點 

以「食旅臺灣味」為主軸辦理聯合行銷活動，結合臺灣美食、餐

飲老店、地方或中央美食計畫或輔導之餐飲業者、美食伴手禮業者等

餐飲美食業者，並增加部會合作與異業結盟，透過交通部觀光局、航

空公司、旅行社及飯店等多管道推廣，並整合媒體資源為活動進行宣

傳。 

一、辦理聯合行銷優惠、登錄發票抽大獎、食旅臺灣美食優惠護照、

美食小旅行等 4 場系列活動，藉此帶動國內民眾及國外自由行旅

客來臺餐飲消費。 

二、跨領域及產業與航空公司、旅行社與飯店等合作，增加活動及餐

飲業者曝光度顯現成效，海外推廣美食優惠護照之據點從去年香

港，增加為香港、澳門、東京(2 處)、大阪、曼谷及上海等 7 處

國際機場櫃檯。及跨計畫與餐飲老店合作推廣，增加活動及餐飲

業者曝光度。 

三、推出中、英、日文版臺灣美食護照(含電子書)吸引國外自由行旅

客使用，更有效影響餐飲產業利用外語說菜與介紹餐廳之觀念。 

四、 邀請幸運民眾、部落客、媒體組成美食旅行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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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於桃園機場第一、二航廈接機大廳設立臺灣吃透透機場迎賓櫃檯，

第一線接觸國際旅客介紹「食旅臺灣味」之優惠活動。 

六、透過國際媒體以及國外展覽共同推廣臺灣吃透透活動。 

 

執行效益 

一、完成聯合行銷活動 2 場次 

1. 105/07/13 針對港澳媒體團於花蓮理想大地餐廳辦理聯合行銷

活動記者會 1 場次，專訪商業司李鎂司長，預先宣告今年度「食

旅臺灣味」活動，完成聯合行銷活動 1 場次。 

2. 105/08/10 假經濟部大禮堂辦理「食旅臺灣味」啟動記者會 1

場次，會中有南僑集團、海霸王、老四川、河邊餐飲、魏姐包

心粉圓等 20 個餐飲品牌，同時有 2 大電商通路 Eatme 食我、

FootPoint 踩點趣、(結合餐飲老店行銷計畫，另有 iPeen 愛評網

及 OpenRice 開飯喇 2 大電商出席)以及 2 家航空贊助業者等，

超過 60 位業者出席，以實際行動力挺本活動，並邀請交通部

觀光局、中華美食交流協會、電子(如，東森、三立等)、平面(如

中時、聯合、經濟、工商、az Travel 等)、網路(如大成報、nownews

等)出席，會中超過 100 人次參與。媒體露出 42 則(電子 3 則、

平面 12 則、廣播 1 則、網路 27 則)，成功打響首波活動訊息。 

二、推動聯合行銷活動 4 場次 

1. 辦理聯合行銷優惠、登錄發票抽大獎、食旅臺灣美食優惠護照、

美食小旅行等 4 場系列活動，藉此帶動國內民眾及國外自由行

旅客來臺餐飲消費。 

2. 聯合行銷優惠：以「食旅臺灣味」為主軸，結合臺灣美食、餐

飲老店、地方或中央美食計畫或輔導之餐飲業者、美食伴手禮

業者等餐飲美食業者(含分店)共 1,225 家參與，活動並於 08/15

正式啟動，發行美食優惠護照 1 式，共計 284 個品牌，697 家(本

計畫招募全臺 176 個品牌，總店數 407 間)餐飲業者，以聯合行

銷之方式提供餐飲優惠及抽獎餐券，吸引民眾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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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登錄發票抽大獎：08/15 至 11/15 活動期間至全臺參與聯合行銷

優惠之合作店家消費，滿 199 元即可參加活動並於每月抽出餐

飲優惠券、住宿券、電子產品、機票等大獎。 

4. 食旅臺灣美食優惠護照：結合餐飲老店行銷計畫，跨領域及產

業與交通部觀光局、航空公司、星級飯店等業者合作，推出中、

英、日文版食旅臺灣味美食優惠護照(含電子書版)1 式，吸引

國外自由行旅客使用，同時結合電商通路平臺開發之 APP 版優

惠護照(Eatme 食我、FootPoint 踩點趣)，提供消費者下載，增

加活動及餐飲業者曝光度及使用率。 

5. 美食小旅行：邀請民眾、媒體、在臺外籍人士、部落客及旅行

社組成美食旅行團，於 09 月至 10 月前往臺北、雲林、高雄及

臺東四條國際媒體採訪推薦路線一遊，品嚐在地與當季的食材，

並串連地方特色、人文歷史、風景名勝及各地區餐廳形成食旅

臺灣味的美食觀光遊。(A). 09/09 辦理美食小旅行北部團(臺北)，

計有參與民眾 5 人、媒體 4 人、旅遊/美食業 1 人及在臺外籍人

士 4 人參加，造訪士林老街區、迪化街區及 HOK 郭元益、魏

姐包心粉圓、黔天下等餐廳；(B). 09/23 辦理美食小旅行中部團

(雲林)，活動計有參與民眾 6 人、部落客 2 人及在臺外籍人士

6 人參加，造訪螺情滷味、丸莊觀光醬油工廠及西螺老街等景

點。(C). 10/07 辦理美食小旅行南部團(高雄)，活動計有參與民

眾 6 人、媒體 2 人、旅遊業 1 人、部落客 1 人及在臺外籍人士

4 人參加，造訪駁二藝術特區、鄧師傅功夫菜及永心鳳茶等餐

廳；(D). 10/13-10/14 兩天一夜(因梅姬颱風關係順延)辦理美食

小旅行東部團(臺東)，計有參與民眾 4 人、部落客 1 人、媒體

4 人、旅遊業 3 人及在臺外籍人士 1 人參加，造訪後山傳奇美

食館、伯朗大道、窯滾吧！部落及烏尼囊工作坊等景點。 

6. 架設食旅臺灣味活動官網 1 式，於網站上提供電子優惠券等資

料供民眾下載，並將活動訊息透過官網進行議題發酵。此外，

更將於桃園機場第一航廈及第二航廈接機大廳設置食旅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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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機場迎賓櫃，宣傳食旅臺灣味活動。 

7. 累計活動參與人數達 25.725 萬人次，促進餐飲及相關產業營業

額合計達 6.68 億元，數位媒體收看人次至少 300 萬人次。 
 

臺日產業交流會議 (一) 

 

 

食旅臺灣味啟動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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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餐飲老店故事行銷計畫 

示範性質：創新模式與改善流程 

 

產業需求及面臨問題 

餐飲業之科技應用普及率仍有提升空間 

傳統餐飲業之數位行銷科技應用導入：針對經營 20 年以上具在

地特色與觀光潛力的傳統餐飲業者，因餐飲老店普遍數位行銷思維及

科技工具應用不足，故本計畫協助業者自主運用數位行銷科技創造品

牌價值，推動有感行銷強化消費者的認同感，實質促進商機及拓展市

場。 

 

輔導重點 

數位行銷精進輔導 

一、應用數位行銷工具 

協助傳統餐飲產業應用科技來提升經營效率以及增進新客源，並

藉由故事化包裝提升整體品牌能見度和餐飲附加價值，包含：

Google 我的商家、360 環景拍攝、Line@生活圈建置/操作及

Facebook 打卡點等，將新興數位科技、網路行銷及網實整合的創

新經營風潮帶入餐飲老店。 

二、經營能力提升課程 

以「數位科技應用、品牌經營及虛實整合消費體驗」為主題，於

105 年 7 月至 11 月於臺北、臺中及臺南完成辦理「經營能力提升」

課程訓練 12 場次、36 小時，共計 150 人次參與。 

 

執行效益 

搜尋引擎優化 

建置 Google 我的商家及拍攝 360 度環景：105 年度完成 60 家餐

飲老店業者建置 Google 我的商家資訊及 20 家業者環景拍攝，協

助餐飲經營 20 年以上業者，應用新科技走入新世代，可自行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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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行銷數據、即時修正經營資訊、與消費者線上評論互動，每月

平均瀏覽次增加 86 萬次，共計 2,187 萬次瀏覽。 

 

 

 
餐飲老店店家搜尋引擎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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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新興科技商業應用體驗環境推動計畫 

廠商名稱：康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輔導計畫：自主式樂活調控餐創新實體店計畫 

示範性質：創新模式與改善流程 

 

產業需求及面臨問題 

一、線上訂購其訂購量需大，無法符合首購族需求 

消費者於線上訂購餐點需具備一定的訂購量以方便批次外送降

低運送成本，首購的消費者希望能夠實際品嚐餐點後，確認餐點

符合自己口味再行批次訂購，若無實體店面供首購族進行口味品

嚐確認，將降低首購族的線上訂購欲望，喪失交易的機會。 

二、線上訂購需等待，無法滿足立即需求 

康鮮國際生產之部份餐點，具備高營養之特性，對於健身或運動

後的運動者而言，運動後應立即補充高營養高蛋白，然而運動者

若需線上訂購或回家後再行補充則為時過晚，因此，若無實體店

面結合周遭的健身運動中心做為運動後的補給站，將喪失此類客

群的機會。 

三、線上訂購普遍缺乏信任感，難以強化消費者信心 

線上訂購因消費者無實際接觸商品，多數消費者感受之不確定風

險相較於實體店面將較為高，對於網路環境缺乏信任感與安全感。

因此，若無實體店面樹立品牌形象，較難以強化消費者的整體信

心。 

四、無實體店面相輔相成，線上營收成長有限 

純粹的線上點餐訂購服務在會員的擴增上較為有限，無法接觸到

習慣於實體店面消費的客群。因此，在整體的營收上成長力道較

為受限。 

五、粉絲會無適合地點 

康鮮國際擁有5萬的Facebook粉絲團會員，經常舉辦粉絲會活動。

過去舉辦粉絲會的地點，不易現場烹煮食材準備餐點，在粉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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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塑造上與感受上則較為打折。 

六、無法建立國內示範點 

健康餐點日漸受到重視，康鮮國際在國內獲得成功，未來計畫將

健康餐點的概念以及整套系統進行海外輸出。海外輸出以實體店

面較為合適，然而，目前於國內尚未建立實體店面的店點，在國

內無法形塑示範點，做為國際輸出的參考案例點。 

 

輔導重點 

康鮮國際導入自主式無人餐廳系統，透過科技化實體服務快速滿

足前來體驗的自主式消費者，其服務模式分別為點餐、待餐與取餐的

流程不超過五分鐘，充分展現科技服務的效益，迎合消費者對餐飲消

費方式改變的趨勢，讓消費者有更多的體驗與互動，其導入之科技項

目分述如下： 

一、點餐系統：包含自助式觸控點餐機 (透過 mPOS 系統處理觸控點

餐，UI 設計以視覺化處理，簡化消費者操作流程)、多元支付結

帳系統(規劃使用實體信用卡消費，並與金融機關合作，陸續整

合臺灣市場上所能應用的支付工具，如：EC 電子票證 (悠遊卡、

一卡通、iCash)、QR Code Payment、電子錢包、支付寶等，以滿

足消費者多元付款消費模式) 

二、待餐系統：包含互動式數位看板進行廣告宣傳及推播。在高度數

位化的自助餐廳內，利用數位看板播放的食品營養與運動健康內

容，營造健康餐飲的飲食概念，此互動技術可降低運用大量科技

技術給消費者帶來冷漠的感覺。 

三、取餐系統：利用數位取餐面板連結後台廚房製餐系統顯示取餐訊

息，取餐訊息包含取餐編號、取餐內容、取餐時間、取餐提醒等，

讓消費者清楚了解製餐與取餐的時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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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效益 

NISORO 自試賣至 105.10，門店營收為 2,348.19 萬元，以內科門

市平均客單價約為 320 元列計，示範案的科技體驗人次為 73,380 人

次。科技導入之體驗滿意度，在試賣初期 NISORO 同仁點餐協助服

務與公司內部的消費者使用調查後，超越 9 成的消費表達滿意或非常

滿意；線下實體體驗導回線上會員成長 18.9%，即線下實體體驗導回

線上會員有實質貢獻。國際擴散方面則初步與上海 Lapis Group(伽薩

實業) 簽署合作意向書，NISORO 將依據現有成功模式提供品牌國際

授權合約規劃書。 

 

NISORO 實體店面點餐區裝潢與設計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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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點餐服務工作實況—顧客自行操作點餐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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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時尚產業科技行銷應用計畫 

廠商名稱：育晟服飾(GR21) 

輔導計畫：運用科技讓 VIP 試衣體驗再升級 

示範性質：創新模式與改善流程 

 

產業需求及面臨問題 

育晟服飾創立於民國 92年，目前全台有 13家直營店，營收約 1~10

億元，主要商品為女裝、女鞋、包包、配件等，GR21 為全新歐風時

尚女性概念店，針對都會輕熟優質女性，提供全系列商品組合，客單

價 10,000 元左右，客群年齡 30～45 歲，以金字塔頂端消費為主。 

一、頂端客戶穿搭建議需求：育晟服飾客群屬金字塔頂端客戶，客群

經常分為兩種，(1)互動型消費者：經常需要專業的穿搭推薦，也

喜歡與店員互動，但往往消費人潮流量過多時，就無法服務到每

一位客戶，造成服務品質下降。(2)沈默型消費者：該類消費者在

逛門市時，不喜歡被打擾，喜歡默默地挑選物品，但也因此錯過

了很多推薦商品/配件/穿搭的機會。 

二、試穿率提升：提升試穿率是達成成交的第一步，育晟服飾很多衣

服光看單品跟穿在身上，感覺會很不一樣，而育晟服飾不少消費

者習慣「試穿」後再進行購買，但穿脫之間的過程/時間經常會

造成客戶的不便，因而降低成交契機，因此如何提高『試穿』機

會，將是成交的關鍵因素。 

 

輔導重點 

一、智慧衣架服務：智慧衣架服務，提供給門市使用的智慧衣架，消

費者只需要拿起衣服，電腦螢幕上就會顯示衣服的價錢、材質，

以及推薦穿搭的配件/包包等，不僅可達到推薦穿搭的效果，也

不需要有店員隨時在旁邊，形成無形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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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衣架服務-配件推薦 

 

二、智慧試衣間服務：智慧試衣服務，讓消費者在試衣間內部，就可

透過螢幕取得推薦試穿衣服資訊，當點選『我要試穿』時，不需

要穿脫，店員就會將試穿的服飾直接送到試衣間內部進行試穿，

當季最新推薦商品，通通都可以進行試穿，藉此提高試穿率。 

 

 

 

 

智慧試衣間服務-試穿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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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透過專業的品牌故事為育晟服飾(GR21)進行品牌回顧，強化品牌

故事與精神，增加目標族群認同感，並透過合適社群、媒體露出，

讓更多消費者有機會認識拓荒者品牌，傳達 GR21 的精神。 

 

執行效益 

透過智慧衣架及智慧試衣間技術/服務導入，促成育晟服飾(GR21)

店端設備、資訊設備及行銷活動等 929萬元投資，提高營收 710萬元。

此外，透過專業的品牌故事報導，強化育晟服飾(GR21)品牌故事與精

神, 增加目標族群認同感，累計擴散 1,007 人次觀看其品牌故事。 

 

GR21 智慧試衣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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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連鎖加盟業能量厚植暨發展計畫 

廠商名稱：摩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輔導計畫：發展國際市場 

示範性質：國際接軌 

 

產業需求/面臨問題 

一、提升企業品牌識別 

企業識別設計最主要是為提昇企業品牌形象、加強企業品牌識別、

以及增加營銷利潤，而設計標準化、規格化、組織化且系統化的一整

套經營理念、行銷策略與視覺傳達等內容。對於規劃將連鎖品牌推向

海外市場的連鎖企業而言，企業識別系統更顯重要。因此，如何協助

企業設計出更符合其品牌形象之識別系統，使消費者更能夠容易辨識，

將是連鎖企業發展的重要課題之一。 

二、加強國際市場拓點力道 

受限於國內市場規模，連鎖零售業發展至一定程度後，通常選擇

赴海外投資展店。由於中小型零售業者較不易直接至海外市場展店，

為使摩迅國際與國際市場接軌，協助企業了解當地特色品牌與連鎖產

業文化，增加企業海外市場曝光機會，並提升國際知名度，以期順利

進軍海外市場。 

 

輔導重點 

一、連鎖企業國際化輔導 

透過顧問實地訪視與診斷，協助業者釐清企業品牌定位、提出連

鎖品牌海外發展之步驟及注意事項等面向，並規劃品牌策略與市場拓

展改善方案，進而加速拓展海外據點與服務輸出等成果。 

二、輔導參與海外企業媒合會與海外展會 

輔導企業參與零售及連鎖業者東協拓銷經驗交流會，以及協助企

業參與 2016 年菲律賓亞洲連鎖加盟展、2016 年中國大陸(秋季)福州

糖酒會，增加與多家海外代理商洽談合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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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效益 

一、連鎖企業國際化輔導 

企業已依輔導顧問建議進行品牌及商品定位微調，目前企業招牌、

制服等企業識別系統，皆將採用新設計的企業識別系統，商店品牌定

位更加清楚明確，並達成一定位一品牌。 

二、輔導參與海外企業媒合會與海外展會 

（一）零售及連鎖業者東協拓銷經驗交流會 

透過此交流會議，協助企業順利與印尼買主 ACE 集團對接。摩

迅國際已於 105 年 10 月 6~7 日前往印尼拜訪 ACE 集團，並提出合作

需求，目前營運高層已通過合作決議，待集團董事長首肯後，即可進

行後續合資洽談，預計 2017 年將於印尼雅加達展店。 

（二）菲律賓亞洲連鎖加盟展 

於此展會期間，透過外貿協會馬尼拉臺貿中心引介，Lucky 7 Star 

Super Store Corp.有意與摩迅國際更進一步洽談進駐及代理等合作事

宜。目前暫定規劃於 106 年 Lucky 7 Star 旗下經營的商場中以專櫃形

式設立門店，預估商機為 25 萬美元。 

（三）中國大陸（秋季）福州糖酒會 

於此展會期間，摩迅國際已與中國大陸多個省代理的潛在買主進

行後續合作細節洽談，預估商機為 15 萬美元。 

 

連鎖企業國際化輔導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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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菲律賓亞洲連鎖加盟展摩迅國際參展攤位人潮絡繹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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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SIIR)-創新營運類別 

廠商名稱：旅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輔導計畫：鞋品無人化門市創新行銷模式計畫 

示範性質：跨領域整合、創新模式與改善流程 

 

產業需求/面臨問題 

創新契機 

鞋類品項多元且線上購買退換率高達 30%，顧客多選擇線下試穿 

線上購買，以新型態通路維持試穿功能外，將帶動 O2O 商業模式並

快速複製。 

 

輔導重點 

以歷史數據進行分析，建置無人化鞋品門市，提供精選產品、線 

上購買及專屬優惠，並持續收集銷售數據後滾動式修正。 

 

執行效益 

一、門市建置 

於公館商圈打造無人據點，透過顧客視線觀測數據決定展示鞋款 

及動線，以線上諮詢、第三方支付、24 小時到貨服務，提升購物體

驗，2 個月內達成營業額 175 萬元。 

二、複製模式 

將無人商店模式導入烘焙坊「朋廚」進行異業結盟， 1 個月內

達成營業額 45 萬元，預計將複製至百貨公司、餐廳等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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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展示試穿 

 

QRcode 快速下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