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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國家競爭力法（目標產業） 

瑪哈 · 哇集拉隆功 · 博丁達德巴亞瓦蘭恭國王 2017年 2月 12日簽諭 

瑪哈 · 哇集拉隆功 · 博丁達德巴亞瓦蘭恭國王聖旨： 

由於有必要制定增強國家競爭力之目標產業法，故下旨制定本法規，並在國家立法會指導

和通過後公布如下： 

第一條 本法規稱為「增強國家競爭力法（目標產業）」。 

第二條 本法規將於泰國皇家政府公報上公布次日始生效。 

第三條 本法所提之：「目標產業」指符合國家潛在的產業，能對國家經濟、社會及

安全創造最大利益，以及能永續增強國家競爭力，且必須為新的產業，在泰

國從未生產或服務過，或是為了發展和推動創新所使用的新技術或高知識產

業，以上應遵循政策委員會公布的規定。 

「申請投資優惠者」指依本法申請投資優惠的目標產業營運商。 

「受投資優惠者」指依本法受投資優惠的目標產業營運商。 

「資金」指增強國家競爭力之目標產業的資金。 

「政策委員會」指增強國家競爭力之目標產業的政策委員會。 

「秘書長」指投資促進委員會的秘書長。 

「辦公室」指投資促進委員會辦公室。 

「負責人員」指總理依本法委任的負責人。 

第四條 由總理管理本法，並有權委任負責執行本法的人員。 

第一章 

增強國家競爭力之目標產業的政策委員會 

第五條 設置委員會，並稱為「增強國家競爭力之目標產業的政策委員會」，其包括

總理為主席、總理指派之副總理為副主席、財政部部長、科技部部長、工業

部部長、數位經濟和社會發展部代表、預算局局長、國家經濟及社會發展委

員會秘書長，以及國家科學技術和創新政策委員會辦公室秘書長為委員會。 

秘書長為委員會及秘書，得委任辦公室的兩位政府官員為助理秘書。 

第六條 政策委員會的權責如下： 

(1)制定政策及戰略，包括增強國家競爭力之目標產業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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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規定及公布目標產業的類別和業務性質； 

(3)制定招募及協商準則，以促使目標產業能實際產生投資； 

(4)公布關於本法給予優惠權益的規則、方式及條件； 

(5)核准申請投資優惠者依本法給予的優惠權益，包括規定其應遵守的條

件； 

(6)核發資金補助； 

(7)撤銷依本法給予的優惠權益； 

(8)規定資金的取款、發放及保存方式； 

(9)評估資金運作的成果，包括評估給予優惠權益的價值，並向政策委員會

報告； 

(10) 法律規定或部長指派的其他執行事項。 

第七條 政策委員會召開的會議，參加人數必須過半才能組成會議。 

倘若主席無法參與或無法履行義務，得由副主席主持會議；又若副主席無法

參與或無法履行義務，得由會議中選任某委員主持會議。該會議的決議，應

以多數票通過，每位委員僅有一次投票權，若票數平等，會議主席得多投一

票以作為最終表決。 

第八條 組成招募和協商小組委員會，成員包括政策委員會副主席為小組的主席、財

政部代表、數位經濟和社會發展部代表、科技部代表、工業部代表以及國家

經濟及社會發展部代表為小組成員。 

秘書長為小組成員及秘書，國家科學技術及創新部的政策委員會的代表為小

組成員及助理秘書，秘書長得委任辦公室的兩位政府官員為助理秘書。 

第九條 招募及協商小組委員會的權責如下： 

(1)依招募及協商的規定指標尋找相關目標產業的投資者，以促使目標產業

能實際產生投資； 

(2)向政策委員會報告協商結果，作為本法核准優惠權益的依據； 

(3)成立工作小組，以遵從招募及協商小組委員會的分配的事項； 

(4)政策委員會指派的其他執行事項。 

第十條 依本法所執行的義務，政策委員會可授權辦公室作為任何行動的代理，或成

立小組委員會作為任何行動分配，或要求相關人士提供事實、解釋、建議或

意見。 

若辦公室或小組委員已採取前項所述之行動，應向政策委員會報告。 

第十一條 小組委員會召開的會議，適用本法第七條。 

第十二條 該辦公事作為政策委員會的秘書處，有以下的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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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負責關於政策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的行政、會議及活動等工

作； 

(2)追蹤及檢查受投資優惠者之業務； 

(3)向政策委員會報告追蹤及檢查結果，作為發放資金的依據； 

(4)向政策委員會報告受投資優惠者所遇之問題及障礙，作為放寛投資優條

件的依據； 

(5)研究及分析國家經濟趨勢，作為政策委員會規定適合本法的目標產業類

別； 

(6)研究及分析國外推動及發展目標產業的方向，作為政策委員會、小組委

員會及工作小組執行工作的參考資料； 

(7)收集和統計關於目標產業經營者的資料； 

(8)評估資金運作的成果，包括評估給予優惠權益的價值，並向政策委員會

報告； 

(9)與政府、國家及民間單位協調及合作； 

(10) 依照政策委員會的規定取款、發款及保存經費； 

(11) 政策委員會、小組委員會或工作小組指派的其他執行事項。 

第十三條 若需對享有優惠之目標產業進行檢查及評估，辦公室得委託任何人員代理執

行並提交報告結果，以上依政策委員會規定。 

第十四條 負責人有權進入受投資優惠者的營運地點，得適時詢問作業人員該目標產業

的實況或是檢查資料或任何物品。 

負責人依前項進入受投資優惠者的營運地點時，若非緊急，應事前通知受投

資優惠者。 

第十五條 依第十四條執行任務時，負責人必須出示證件予相關人員。 

前項證件之樣式由秘書長規定。 

第二章 

招募、協商以及核發優惠權益 

第十六條 政策委員會負責規定目標產業的類別，包括依本法給予優惠權益的規則、方

式及條件。 

第十七條 第十六條公布後，若招募及協商小組委員會認為目標產業的某營運商值得獲

取本法規定的優惠權益，辦公室應告知該營運商，若其有意取得該項目的優

惠權益，應於期限內提交議案，辦公室接收到議案後，應分析並提交予招募

及協商小組委員會，以作為協商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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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及協商小組委員會同意協商的開始時，辦公室應告知目標產業的營運

商，以擬定詳細的投資項目，以上，與目標產業營運商協商時，應遵循第六

條第三款的規定。 

進行第二項所述之協商後，招募及協商小組委員會應紀錄協商成果，同時告

知目標產業營運商應於期限內提交申請，以便政策委員會進行評估核發該項

目的優惠權益。 

第十八條 第十六條公布後，若目標產業的營運商有意取得該項目的優惠權益，得向辦

公室提交議案，辦公室接收到議案後，應分析並提交予招募及協商小組委員

會作為協商的開始，以及適用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的規定。 

第十九條 受投資優惠者應為依泰國法律成立的法人。 

依第十七條或第十八條提出的優惠權益申請，應遵循秘書長規定的規則、方 

式、條件及樣式。 

第二十條 政策委員會針對招募及協商委員會記錄之協商成果進行評估時或是申請投資

優惠者依第十七條或第十八條提出之申請，認為能取得優惠權益，得依本法

決議核發優惠權益，以上，政策委員會得規定任何條件或投資金額的要求、

企業規模、人力發展、研究及開發、技術轉讓或其他認為適當的規定，作為

受投資優惠者應執行事項。 

政策委員會作出第一項決議後，辦公室應於十五日內以通知書告知申請投資 

申請人接受第一項的優惠權益及條件時，必須於接收通知書起算一個月內以

書面答覆辦公室。 

若有適當理由，秘書長有權延長三次第三項所規定的時效，但每延一次以不

超過一個月為限。 

第二十一條 申請者依第二十條接受優惠權益及條件，應立即核發投資優惠執照，投資優

惠執照必須有詳細的目標產業營運條件，包括所取得的優惠權益內容。 

第二十二條 投資優惠執照之樣式由政策委員會規定。 

            秘書長為執照的簽署人。 

若要更改執照內容，應由政策委員會作出決議，以及秘書長簽署所更改的執

照，並立即核發。 

第三章 

優惠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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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受投資優惠者能獲取任何一項或多項優惠權益如下： 

(1)依投資促進法取得的優惠權益，但不包括免除或減免企業所得稅的優惠

權益； 

(2)依第二十四條取得免除企業所得稅的優惠權益； 

(3)取得資金補助的優惠權益 

依前項核發的優惠權益，為政策委員會的權力義務。 

依第一項核發的優惠權益內容會因申請者的性質而有所不同，得依照國家之

必要性、價值性、推動之利益及目標產業之發展進行評估。 

為了實現該法的利益，得適用投資促進法第三章優惠權益及第四章設備、原

物料及材料的規定，投資促進委員會的權力義務亦視為本法政策委員會的權

力義務。 

第二十四條 受投資優惠者依政策委員會規定的期限內從目標產業中獲得的淨利潤得免除

企業所得稅，從有收入時起算但以不超過 15年為限。以上，政策委員會得

協議規定免除企業所得稅的範圍不包含土地成本及流動資金。 

在計算淨利潤時，依政策委員會之協議認為得有必要者得包括銷售副產品及

半成品所獲的收入。 

若依第一項於免除企業所得稅期間營業虧損，政策委員會得允許受投資優惠

者於優惠期間所虧損之金額得於優惠期間結束後擇一年或數年從的淨利潤中

扣除，但不得超過 5年。 

計算第一項的投資額，應遵循政策委員會規定的規則及方式。 

計算受投資優惠者免除企業所得稅優惠權益之淨利潤及虧損金，應遵循稅   

收法的規定。 

第二十五條 依第二十四條免除企業所得稅的目標產業所獲之股利，於優惠期間得不計入

所得課稅。 

第一項免除企業所得稅的股利，若為優惠期限結束後 6個月內支付，得不計

入所得課稅。 

第二十六條 政策委員會得討論發放目標產業專有的資金補助以支助投資、研發、創新或

人力發展的支出費用。 

第一項的資金補助應依照政策委員會規定的規則、方式及條件。 

第二十七條 若受投資優惠者違反或不遵從政策委會規定的條件，政策委員會有權撤銷其

優惠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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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實現該法的利益，得適用投資促進法第六章撤銷優惠權益的規定，投資

促進委員會的權責亦視為本法政策委員會的權責。 

第四章 

增強國家競爭力之目標產業的資金 

第二十八 條設置資金，並稱為「增強國家競爭力之目標產業的資金」，以推動和發展

目標產業，及增強國家競爭力。 

第二十九條 資金包括金錢及資產，如下： 

(1)由政府最初分配的資金； 

(2)政府發放的補助金； 

(3)捐贈人捐贈的金錢或資產； 

(4)歸屬於資金的金錢或資產； 

(5)資金的金錢或資產所衍生之利潤或利益。 

第一項所述之資金的金錢或資產不得轉入財政部列為國家收入。 

第三十條 資金的使用目的說明如下： 

(1)專為目標產業的投資、研發、創新或人力發展支出費用的資金補助。 

(2)資金運作的費用由政策委員會規定。 

依第一款所發放資金，必須表明受投資優惠者已遵循政策委員會規定的條 

件。 

第三十一條 依政策委員會規定資金應存入財政部或公營銀行。 

第三十二條 辦公室應維持適當的會計制度，以便編制財務報告、財務狀況及資金運作成

果能依據一般會計原則正確地執行。 

第三十三條 辦公室應編制資金財務報告，於會計年度結算後六十日內寄送審計師。除政

策委員會另有規定，本資金之會計年度應遵循預算年度。 

第三十四條 審計長辦公室或審計長辦公室的人員為資金的審計員，應確保每個會計年度

對所有類型的會計及財務進行審計。 

資金審計員應於會計結算時起算一佰五十日內制作審計報告提交政策委員

會。 

政策委員會於接收到資金審計員的審計報告時起算三十日內，應一併提交財

務報告予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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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條 辦事處應制定內部監督制度，並依據政策委員會規定的規則及方式監督資金

的運作。 

第三十六條 若資金的運作已無必要，政策委員會應向內閣提議解散資金補助。 

一旦內閣作出決議，資金應於決議之日起三十日後解散。 

第三十七條 當資金解散時，必須調查及清算資產，包括匯出或銷售剩餘資產，以上， 

應依照政策委員會規定的規則、方式及條件。 

在清算期間，資金於清算結束前應視為存在。 

暫時性規定 

第三十八條 在初始階段，政府應依第二十九條第一款分配一百億泰銖，以實踐 資金使

用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