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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在 1980 年代後期步日本之後發生經濟泡沫化的問題，工資與地

租等生產成本的上升開啟產業外移的序幕，從此之後經濟發展出現不平衡

發展的現象，傳統產業經營環境急速惡化，資訊電子產業則拜美國經濟長

期繁榮而迭創佳績。然而，經濟成長高度依賴資訊電子產業的結果，除了

擴大所得分配的不均度之外，亦弱化了經濟體質的健康性，使台灣經濟較

過去更易受到國際景氣變化與競爭對手崛起的威脅。 

 

因應國際經濟潮流與我國本身的經濟發展困局，近十年來藍綠政府對

推動新興產業或知識經濟，以延續我國經濟發展命脈已具高度共識。新興

產業固然深具發展潛力，惟無可否認的是相關經驗闕如，需要投入相當長

時間的摸索與嘗試，其隱藏的風險也難以精確評估。缺乏政府的積極介入

承擔，光靠市場機能根本不足以催生或支持此等新興產業的自力發展。政

府推動此等新興產業，理應有涵蓋租稅與金融等完整配套，然而，「產業

創新條例」所提供的誘因卻不如「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新興產業的發展，關係我國未來長期的經濟表現，政府應該積極推動，

具有公益性質的銀行亦不應置身事外。然而銀行有不同的種類，各有不同

的經營性格，沒道理所有銀行都以相同的態度面對新興產業的發展，參與

的方式應該容許有其差異。 

 

基於上述認知，本研究案提出下列建議，以供參考。 

 

一、 對經濟部與新興產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建議 

(一) 合作共推結合相對保證的新興產業專案貸款計畫 

(二) 合作打造各種新興產業的專家論壇協助融資審查 

二、 對金管會的建議 

(一) 落實銀行法以適應產業發展與時代脈動的需要 

(二) 參考先進與競爭對手國家經驗檢討專業銀行的功能 



  

(三) 研究開放銀行對新興產業承作誘因型融資的可行性 

三、 銀行業應有的作為 

(一) 銀行可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合作發展新興產業的融資業務 

(二) 銀行應該重視智慧財產權或無形資產融資的金融發展趨勢 

(三) 誘因型融資契約有助於銀行降低承作新興產業融資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