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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新聞剪報摘要 

1. 台中資訊月登場 展示人工智慧跨領域應用—【A3、A8】—中央通訊社 

2. 填補重點產業人才缺口 教部產碩、產博要收外籍生—【A5】—聯合新聞網 

3. 產創條例翻修 力助產業安心布局、投資台灣—【A5】—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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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資訊月登場 展示人工智慧跨領域應用 

2019-12-13．文 /蘇木春 

    台中資訊月活動今天起至 16 日在台中國際展覽館登場，今年主題展覽

鎖定人工智慧跨領域應用，各家 3C 品牌也祭出優惠，搶攻年終尾牙市場。

今年資訊月以「解密未來」為主題，以體驗和科普為訴求，台中區共有超過

百家廠商、300 個攤位參展，展區規劃主題政府、電腦系統、行動通訊、智

慧家電、數位週邊、車聯網等 6 大區，預計吸引中彰投區超過 45 萬人次參

觀。  

    活動今天開幕，經濟部常務次長林全能也到場出席，他致詞表示，資訊

月過去都在北部舉辦，近年開始以巡迴方式進行，這次來到台中，且將接續

到台南與高雄舉辦。  

他指出，今年主題聚焦人工智慧，過去資訊科技發展大數據、雲端等技術，

現在結合人工智慧，從硬體結合軟體，將資訊服務更貼近生活，跨領域可發

展出智慧醫療、教育、交通與製造等方向。  

    林全能說，台灣在人工智慧面向已建構出重要的核心能量，行政院正推

動「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其中第五代行動通訊也就是 5G，可以

讓跨領域資訊科技應用服務，創造更有價值的內涵，很快年底就會有 5G 釋

照與建構，透過資訊月台平帶給大眾了解。  

主辦單位表示，除了各項主題展，活動適逢年終尾牙季節，各家 3C 品牌都

祭出優惠，且全展免費參觀，消費還能抽電動機車與進口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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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補重點產業人才缺口 教部產碩、產博要收外籍生 

2019-12-13．文 / 馮靖惠 

    目前「大學辦理產業碩士專班計畫（產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

博士及研發人才計畫（產博）」只有招收國內學生。為了填補我國未來重點產

業研發人力缺口，教育部正在規畫讓新南向國家學生，也能夠參與產碩、產博

計畫，並給予教研經費及獎學金補助，109 學年度實施。  

因應產業所需高階科研人才培育，教育部已主動積極推動相關政策，透過如產

碩計畫、產博計畫及產研計畫等專案，促進大學與產業共同培育人才。另結合

我國推動新南向政策，補助大學針對重點產業所需人才開設新南向國家碩士或

博士學位班，擴大招收新南向國家優秀學生。  

教育部高教司表示，經盤點現行計畫執行情形，除以國內學生為重點培育目標，

相關科研人才培育計畫尚有足夠能量對外招收國際學生參與，進行台灣下一階

段重點產業布局。  

教育部次長劉孟奇表示，學校端與產業端都強烈反應對於高階研發人材的需

求，而面對少子化的趨勢，台灣的大學非常需要在研究所階段强化引入國外年

輕優秀人才。像是在台成清交、北醫、台科大以及不少國內大學，都已經可以

看到新南向國家學生的優秀表現。  

劉孟奇說，強化招收這些優秀學生，短期可以提升大學的國際化程度與學術研

究能量。中長期則是為台灣與台商培育研發人才，以及期待這些人才成為台灣

與新南向國家的橋樑。  

教育部表示，目前針對新南向國家招生，班別案例包括國立交通大學自 106 學

年度起與印度理工學院三個分校 IIT Madras，  IIT Bombay，  IIT Delhi 洽談

合作雙聯學位招收印度頂尖學生來台就讀博士班，並與我國頂尖半導體企業合

作，博士班學生研究將與科技產業高度結合，並期許學生畢業後能為國內半導

體高科技產業界所用。該班目前已招收 5 名印度學生入學，預定明年 2 月有

17 名學生入學、9 月有 10 名學生入學，共計 32 名學生。  

台灣大學與越南河內土木大學進行雙聯碩士學程，此雙聯碩士學至今已有 92

名碩士生畢業，專班培養之畢業生都是越南土木與建築工程產官學界的菁英，

可為在越南的台商工程顧問公司、建築師事務所及營造廠等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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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創條例翻修 力助產業安心布局、投資台灣 

2019-12-13．文 /陳宗慶 

    隨著全球數位科技與智慧製造快速崛起，加上美中貿易戰摩擦影響產業

布局，台灣產業投資環境面臨諸多新挑戰。產業創新條例（產創條例）協助

台灣產業因應當代情勢發展，扮演著重要經濟法規的角色。由於租稅優惠條

文將於今（2019）年底落日，為提供產業持續及穩定的投資環境，引導產業

創新研發及智慧升級轉型，產創條例於今年完成翻修，除了將租稅優惠措施

延長 10 年，也因應產業發展需求，增訂相關規定，替產業界注入強心針。  

一、回應產業界期待  產創條例首度納入設備投資抵減  

今年產創條例增訂第 10 條之 1 智慧機械或 5G 投資抵減短期（3+1 年）租

稅優惠措施，格外受產業界矚目。因應智慧製造成為國際趨勢，搭配新一代

5G 行動通訊技術發展，智慧升級、數位轉型成為現階段產業政策的重要目

標。瞄準智慧化潮流，政府將「智慧機械」列為 5+2 產業創新政策之一，並

執行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不僅推動智機產業化，也鼓勵各產業智機化、

數位化，扮演引領台灣機械產業從發展精密機械升級為智慧機械的重要推

手，帶動相關產業的就業機會與商機。  

由於購置智慧機械經費較大，對台灣多數資源不充裕的中小企業來說，導入

智慧化的能力有限，產業界期待政府能提供誘因以導入智慧化；終於在經濟

部與財政部的努力之下，今年於產創條例首度納入智慧機械或 5G 投資抵

減，讓各行業在發展智慧化初期就享有租稅優惠，加速台灣邁向產業智慧

化、生活智慧化的目標。  

經濟部表示，智慧機械從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止，為期 3 年；5G 則從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止，為期 4 年；同一課稅年度內總投資金額達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10 億

元以內，提供完整投資計畫及相關付款憑證，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

通過，即可選擇以抵減率 5％（當年度抵減完畢）或 3％（3 年內抵減完畢）

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且每一課稅年度以申請一次為限。提醒有意願

投資智慧機械及 5G 的業者，可要把握這 3+1 年的適用期間，加速投入智慧

化發展。  

二、放心拚經濟  未分配盈餘用於實質投資可免 5％營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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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項受關注的優惠條文是增訂第 23 條之 3，即日起業者以未分配盈餘實質

投資於生產或營運所需建築物、設備或技術，投資金額將可列為未分配盈餘

減除項目，免加徵 5％營所稅，有利於業者以自身獲利進行投資，租稅負擔

減少，公司資金運用更有效率。  

在申報流程上，也更加的簡便，業者不用事先提供投資計畫專案核准，只要

在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時，依規定填報並檢附投資證明文件送所在地稅捐稽

徵機關，即可適用優惠。  

三、美中貿易戰持續延燒  租稅優惠措施展延 10 年穩定投資環境  

美中貿易戰讓整體國際情勢變得不穩定，不易提高業者的研發投資意願；加

上中國大陸又加大研發力道，挖角相關人才，成為台灣產業升級轉型的障

礙。透過今年產創條例修法展延租稅優惠措施 10 年，穩定台灣投資與創新

環境，讓產業能長期投資台灣、安心布局，對整個國家的經濟成長都有幫

助。  

因應產業發展實務，除了增訂上述 2 項租稅優惠措施，也鬆綁部分租稅優惠

適用範疇，讓產業創新環境能夠更加完善：  

（一）延長租稅優惠措施 10 年：現有的租稅優惠包括研究發展投資抵減、

研發支出加倍減除、技術入股或創作人配股、員工獎酬孰低課稅、有限合夥

創投採透視個體概念課稅、天使投資人租稅優惠，以及新增的未分配盈餘減

除規定等，都施行至 2029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放寬租稅優惠適用範疇：1、個人技術入股（§12-1）或學研創作人獲

配股票（§12-2）得適用孰低緩課稅：個人轉讓智慧財產權取得股票、以及

學研創作人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獲配股票時，符合持股達 2 年等條件，由原先

僅能選擇在「轉讓時」以轉讓價格課稅，修正為可在「取得時」或「轉讓

時」兩個時間點的價格，選擇價格較低者申報。但公司及有限合夥事業轉讓

智慧財產權，仍維持於股票實際轉讓時以轉讓價格課稅。  

2、母子公司互相發放員工獎酬股票得適用孰低緩課稅（§19-1）：修法前，

集團內僅有母公司發放獎酬股票給員工可適用孰低緩課稅；配合 2018 年公

司法修法放寬員工獎酬股票發放範圍，本條也隨之修正，集團內的母子公司

互相給予員工獎酬股票，都可以適用孰低緩課稅，不但使員工的受益程度提

高，也讓集團留才攬才佈局更便利。  

3、一次募資到位超過 3 億元之有限合夥創投得採透視個體概念課稅（§23-

1）：符合每年投資國內產業達「實收出資總額」50％規定的有限合夥創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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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於營利事業階段不課營利事業所得稅，盈餘分配至合夥人時才課所得

稅，但對於一次募足或初期資本額較大的事業，可能因短期內無法投資國?企

業達其出資總額 50％，而無法適用優惠；修法後，針對設立當年度實收出資

額達 3 億元的有限合夥創投事業，可以採逐年「決定出資總額」的方式，投

入其 50％於國內產業並符合相關條件，同樣能享有租稅優惠。  

四、因應產業特性調整中小企業也能適用租稅優惠措施  

產創條例租稅優惠適用對象，沒有產業別及企業規模的限制，但對於台灣眾

多的中小企業主而言，申請適用租稅優惠的業者相對較少，政府也不斷調整

精進相關作法，幫助中小企業申請適用各項租稅優惠；例如在研發投抵方

面，中小企業只要符合「中小企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的基本

要件，並具備一定創新程度，就能申請適用租稅獎勵；在智慧機械或 5G 投

資抵減方面，特別採用電子化申辦方式，簡化申請流程，提高行政作業效

率，系統也將於明（2020）年 1 月 1 日正式上線，歡迎廣大的中小企業於年

度申辦期間申請適用。  

五、優化台灣投資環境  政府責無旁貸  

台灣產業正面臨升級轉型的關鍵，優化台灣投資環境，是政府刻不容緩的工

作。近期美中貿易戰驅動許多台商回台投資，經濟部提醒，回台投資的台商

其投資或擴廠部分產線具備智慧技術元素或智慧化功能並符合相關條件之

下，除可適用產創條例相關規定之外，亦可同時申請適用「歡迎臺商回臺投

資行動方案」，此外原先在台灣投資的企業也能申請適用「根留臺灣企業加

速投資行動方案」或「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享有關於土地、人

力、水電、融資貸款等優惠措施，以加速建置智慧化產線。  

產業健全發展是維持經濟穩健成長的原動力，面對快速變遷的產業動態，經

濟部持續不遺餘力完善投資環境、推動產業升級轉型。透過產創條例歷次修

法，相關規定更能貼近產業需求，產業界也相當支持；政府也再次呼籲，期

盼各界能善用產創條例提供的相關資源，根留台灣安心投資、升級創新台

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