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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持續宣導新公司法 

一、 推動緣由 

新公司法已於 107 年 11 月 1 日施行，共計修正 148 條條文，變

動幅度為近 17 年之最，本次修正包括彈性化、國際化以及公司

治理強化等諸多面向，都有突破性發展，符合企業之需求及有利

產業之發展。 

二、 未來重要工作及預期效益 

(一) 自 107 年 7 月迄今，已辦理或參與公協會全國宣導會近百場，

未來將持續積極辦理公司法修法宣導，使企業了解修法資訊，

有助企業遵法與因應。 

(二) 強化既有公司登記 E 化平台，擴充線上服務項目，並因應洗錢

防制法人透明要求，指定集保公司建置平台，提供企業免費、

便捷又簡易之線上申報系統。 

貳、 促進商業服務業發展 

一、 跨境電子商務 

(一) 推動緣由  

針對有跨境經營需求之電商業者，透過政府補助或輔導方式，

協助業者解決跨境金流、物流及技術串接等問題，促使業者成

功將臺灣商品賣到國外去，以帶動業者成功跨足於國際市場及

提升跨境電商交易額。 

(二) 具體做法與規劃 

以「強化國際市場瞭解與產業合作」、「協助產業開發市場創

新模式」及「提升能見度擴大銷售」等做法，協助臺灣電商

業者與國外業者合作，並透過國際聯合網購活動，拓展國際

市場。 

(三) 未來重要工作及預期效益   

預計 108 年與馬來西亞、泰國等國聯合推動臺灣東協區域網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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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活動，邀請國內電商相關業者共同參與，推動跨國電商合作，

以提升臺灣電商於東協國際市場之知名度及能見度。 

二、 智慧物流 

(一) 推動緣由   

因應臺灣物流中小企業痛點，以港區物流、冷鏈物流及跨境電

商物流 3 大主軸，持續發展物流創新與加值服務，帶動我國物

流業者升級與轉型。 

(二) 具體做法與規劃 

1、 協助國際物流業者或倉儲業者，推動產品發貨與及時調度、

多航程中轉等物流服務模式，以促進外國貨物來臺灣轉口、

整併或加值。 

2、 因應生鮮電商蓬勃發展需求，協助物流業者共享冷凍冷藏品

發貨倉與車輛等儲運資源、應用溫濕度監測及多溫層保冷等

技術降低物流成本。 

3、 協助國內外業者合作推動集貨代運、海外寄倉、倉店合一等

物流模式，以及樣品行銷、展示體驗、檔期活動等商流模式，

支援新南向跨境電商之業務發展。 

(三) 未來重要工作及預期效益   

1、 協助業者提升國際物流服務效率，108 年度預期促進 9 億元

之國外貨物來臺灣轉口、整併或加值，提升國際物流服務營

收 1.1 億元。 

2、 發展生技醫藥物流解決方案，並應用冷鏈保鮮、品質監測、

儲配管理等技術，108 年度預期支援 11 億元之冷凍冷藏品於

國內外銷售，提升冷鏈物流服務營收 1.5 億元。 

3、 整合 20 家國內外物流業者，協助國內供應商與品牌商發展跨

境電商業務，並與當地物流業者合作 2 處印尼海外倉服務，

108 年度預期支援跨境電商商品銷售 5 億元，提升電商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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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營收 1 億元。 

三、 餐飲美食 

(一) 推動緣由    

透過輔導餐飲業開拓國際市場及協助導入科技化應用服務，以

加速餐飲業國際拓展及促使餐飲業升級轉型。 

(二) 具體做法與規劃 

1、 參與新南向國家展會及辦理國際交流媒合活動，以協助業者

開拓國際市場。 

2、 辦理國內外行銷活動，以推廣臺灣美食形象及帶動餐飲業營

業額成長。 

3、 協助餐飲業科技化升級轉型。 

(三) 未來重要工作及預期效益    

1、 透過辦理國內外系列行銷活動，促進餐飲及周邊營業額增

加。 

2、 輔導餐飲業升級轉型，拓展新南向市場，進行海內外行銷及

國際合作交流。 

四、 連鎖加盟 

(一) 推動緣由    

引導連鎖加盟業者，提升營運體制，透過品牌經營，使企業擴

大經營規模並具國際競爭力，邁向國際與市場布局。 

(二) 具體做法與規劃 

1、 連鎖總部經營輔導：針對連鎖企業總部營運、績效管理、門

市拓展、國際化等面向進行輔導。 

2、 國際市場佈局：透過辦理交流媒合會及參與國際展會等方式，

持續鼓勵業者前進海外市場，促進業者交流及加速市場拓展

腳步。 

(三) 未來重要工作及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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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續強健企業營運機制、協助轉型升級並提升競爭力，針對

企業各階段問題，提供適切的輔導，並透過參與國際展會及

企業媒合交流，加速連鎖加盟業海外市場拓展佈局。 

2、 預計促成營業商機收入(品牌授權金、技術移轉金、區域加盟

金等) 2,100 萬元，以及拓展 6 個海外據點。 

參、 商業智慧化與創新研發 

一、 推動智慧商業應用 

(一) 推動緣由    

因應國內勞動人口萎縮及零售業爭取消費商機需求，協助將智

慧科技導入業者，使其能提供讓消費者有感的服務應用，同時

促使國內零售業的營運升級轉型。 

(二) 具體做法與規劃 

1、 針對零售業者想要掌握的消費者輪廓、購物偏好及提供吸引

消費者的購物服務需求，輔導業者導入智慧商業科技與應用，

增加對消費者行銷的精準度及多元的服務內容。 

2、 運用補助措施，鼓勵零售業者透過研發或與資服業者合作，

推動創新的商業服務，建立示範案例及場域，提供消費者更

多便利及有趣購物環境。 

(三) 未來重要工作及預期效益   

1、 建構一站式的服務平台，擴大與國內智慧商業科技的整合，

協助零售業者依營運需求選用智慧化的科技應用，並以支付

使用費方式，降低中小型業者導入門檻，並加快業者往智慧

化轉型速度。 

2、 投入輔導及補助資源，鼓勵零售業者與科技服務業者合作，

以國內之驗證成功商業模式基礎，打造布局海外的實績。 

二、 服務業創新研發  

(一) 推動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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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商業服務業業者致力於新服務商品、新經營模式或新商業

應用技術之創新研發。 

(二) 具體做法與規劃 

以補助企業創新研發資金方式，協助業者提升創新能力及國際

競爭力，發展更多元的服務業樣貌。 

(三) 未來重要工作及預期效益    

1、 持續推動補助創新研發機制，108 年度補助 70 案以上，帶動

業者相對投入研發經費 1.5 億元。 

2、 協助獲補助業者網路、社群或數位行銷廣宣，辦理企業交流

參訪、創投媒合交流等活動，協助企業找資金，帶動跨業合

作商機。 

肆、 內需服務業推動作法 

一、 推動緣由 

因應國內內需服務市場需求衰退，內需服務業者需要政府提供

資源協助，協助提升營運成效。 

二、 具體做法與規劃 

(一) 持續藉由網路與實體，行銷臺灣美食；協助業者運用科技，

進行精準行銷；以推動跨境電商及整合線上線下服務零售等

方式，拓展多元零售通路，擴大店家銷售成果。  

(二) 與交通部觀光局、地方政府等單位合作，協助餐飲及零售業

者打造優質服務，以及將優質店家納入旅遊行程，進行共同

行銷，增加觀光消費，活絡經濟。  

三、 未來重要工作及預期效益    

(一) 辦理 2019 臺灣滷肉飯節，推廣必吃「國飯」；參與 2019 臺灣

美食展，設置美味食光專區；結合網路平台，辦理美食數位

行銷。 

(二) 整合線上線下零售服務，如線下試穿試用，線上購買；A 店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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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B 店取貨，C 店退換貨；於國外(日本、馬、泰、越、印尼、

中國大陸)網路平台行銷臺灣熱門商品(如美妝、3C、食品、服

飾)。 

(三) 整合資訊服務業者已開發之技術方案(如數據分析、門市人流

計數、電子優惠券、消費者行為分析等)，協助餐飲、零售業

者導入，推動精準行銷。 

(四) 搭配交通部觀光局之 2019 小鎮漫遊，挑選北、中、南、東各

1 處，串連在地餐飲、零售店家，輔導環境改善、服務流程及

雙語化等，提供優質服務。  

(五) 與交通部觀光局及地方政府合作，將全臺優質店家納入旅遊

行程，共同行銷，並在國內外電商平台販售臺灣特色店家電

子禮券(如伴手禮、餐券、住宿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