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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斐經貿商情報告    第353期 

  壹 南非商情報導 

非洲國家擬採布雷迪計劃（Brady Plan）模式因應疫情對財政債務之

衝擊 

 非洲聯盟（AU）、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 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及非洲財長目前正考慮以特殊目的機構／公司(special-purpose 

vehicle, SPV) 替換非洲國家主權債務，即該等非洲國家尋求將主權債務轉

換為新的優惠債券（concessional paper），俾避免排擠該等非洲國家須因

應新冠狀病毒疫情所需資金。 

 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表示，該機制將由信用評級為 AAA 之多邊貸方或國家

中央銀行承銷，並將債務轉換為 5 年寬限期及較低票息且較長期之票據。相

較於已開發國家之低利率環境，非洲各國之償債成本甚高於其衛生健康支

出，惟目前新冠病毒疫情，非洲及其他開發中國家更需資金挹注經濟復甦措

施，但會再增加其債務負擔。爰研擬該提議，惟此提議需獲得債權人同意，

目前非洲政府尚未公開表示放棄歐洲債權之付款或支付條款，尚比亞已透過

該國銀行提出所謂債務管理訊息，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正研究 2020 年暫停

約 162.5 億美元之債務償還。 

20 集團主要國家已在本年 4 月初同意中止世界貧窮國家（多數在非洲）至本

年底約 200 億美元之雙邊債務。惟須面對複雜之法院程序及談判過程。因此

非洲國家考慮採以 SPV 替換國家債務之模式，該模式類似美國 1989 年採取布

雷迪計劃（Brady Plan），將拉丁美洲國家之積欠貸款轉換為美國國債之新

票劵。目前世界銀行於本年 4 月初華盛頓放貸春季會議與非洲財長討論該提

議時，已表達興趣。                   

                                     經濟組 摘譯(4 月 29 日 Business Day) 

 

課徵富人稅將可增加 1,430 億斐鍰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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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金山大學、巴黎經濟學院及魯文天主教大學日前公布研究論文表示，若

南非對佔總人口 1%、約 35 萬 4,000 名富人課稅，預計將可增加南非國庫

1,430 億斐鍰收入，約可貢獻 Ramaphosa 總統宣布之 5,000 億斐鍰經濟振興計

畫之 29%。 

研究指出南非貧富極度不均，2017 年南非成年人口中 10%擁有 86%全國總財

富，平均每人財富達 280 萬斐鍰，其中最富有的 3,500 人共擁有 4.86 億斐鍰

財富，約占 15%全國總財富，較其他 3,200 萬成年人合計之財富總金額還高。

反之約 1,800 萬成年人負債或存款接近零。 

其次全國債券及有價證券中 99.8%為 10%之富人所持有，占其總財富約 35%。

該範圍之富人亦持有 60%之房地產及 64%之退休基金資產。且南非自 1993 年

以來財富持續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總值不斷攀升。 

該研究建議可依據以下三個財富價值級距課徵富人稅：360 萬至 2,700 萬斐鍰

課徵 3%、2,700 萬至 1.19 億斐鍰課徵 5%、1.19 億斐鍰以上課徵 7%，考量約

堡證券交易指數變動及扣抵稅情形，估計可徵收 1,430 億斐鍰。 

課徵富人稅有其難度，例如鑑定不動產及有價證券之價值，惟該研究指出南

非當今政經情勢適合課徵富人稅，因僅對 1%之成年人口課稅、南非存在第三

方機構協助南非國稅局確認資產所有權人及收入情形、國際稅務互助合作有

利南非國稅局查證富人國外收入及資產，此外課徵富人稅不會抑制投資意

願，因課徵富人稅將可改善政府財政，避免社會多數弱勢族群陷入困境，加

速景氣恢復以吸引投資，最後可藉機打破南非多年來無法改善資本過度集中

少數人之困境。南非國稅局已設有專款專用機制(Ringfencing Mechanism)，

以公開透明方式確保政府有效、合法的支付所課得之富人稅。 

                                           經濟組 摘譯(4 月 29 日 The Citizen) 

 

新冠病毒疫情過後併購財務陷入危機之公司 

Covid-19 病毒疫情過後，南非許多公司將因經營不善遭其他公司併購，其中

大型公司併購財務陷入困境公司之情形將有違反公平競爭之虞。南非競爭法

就此訂有「垂危公司抗辯」(Failing Firm Defence)，具備以下要件則可例

外允許併購： 

 依據相關會計準則可認被併購公司財務陷入困境或無付款能力。 

 被併購公司嘗試透過重整程序未果或併購公司市場占比極高之下，無法

尋得其他願收購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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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允許併購將導致被併購公司退出市場。 

 若 Covid-19 疫情發生前，依據當時全球經貿情勢被併購公司不存在持

續性財務困難者，該被併購公司須具備以下條件：短、中期將無可避免

退出市場、無法透過商業方式重整該公司確保長期永續經營及除併購公

司外無其他實質之收購者。 

南非競爭法並未說明「垂危公司抗辯」定義，其他立法例則為：併購當事方

應說明包括成本提高、產出減少、無法取得資本、契約終止、債務攀升、銷

售不佳等現有經濟情勢已導致被併購公司發生財務危機，無可避免地立即影

響被併購公司維持永續經營之能力，而僅能透過併購解決財務危機。新冠病

毒疫情所引發之經濟情勢，併購時無可避免應採取「垂危公司抗辯」以維持

公司永續經營、市場競爭力，避免企業退出市場，維護就業機會。 

                                          經濟組 摘譯(4 月 29 日 The Star) 

 

以蒼蠅幼蟲作肥料可減緩氣候變遷 

南非 AgriProtein 公司於 2015 年在南非開普敦設立有機廢棄物堆積場，每日

收集 15 噸有機廢棄物，透過大量繁殖蒼蠅幼蟲(蛆)分解有機廢棄物後，再將

以高溫殺死蒼蠅幼蟲作為高蛋白產品來源，生產魚、豬、雞或寵物飼料。因

甲烷為有機廢棄物產生之主要氣體之一且占全球溫室效應氣體之 5%，該公司

生產方式將減少廢棄物堆積場甲烷生產量，減少甲烷對氣候變遷造成之影

響。 

該公司表示消除廢棄物堆積場甲烷生產量以減緩氣候變遷為該計畫主要核

心，其母公司 Insect Technology Group 計畫於美國加州及荷蘭設立有機廢

棄物堆積場，預計每日可處理 250 噸廢棄物，目前荷蘭 Protix BV 公司、法

國 Ynsect SAS 公司、法國 Innova Feed 公司、加拿大 Enterra Feed Corp 公

司及美國 EnviroFlight LLC 公司均有興趣投資，南非首屈一指 Exxaro 

Resources Ltd 煤礦公司及 Rabo Corporate Investment 公司皆已投資該公

司。 

AgriProtein 表示此生產方式仍有許多挑戰，例如生產過程需注意避免蛆遭蜘

蛛、鳥類、蟑螂或其他蠅類攻擊、如何加速蛆成長速度以達到產業應用規

模，此外歐盟法規仍然禁止以人類食品廢棄物製造食品，因此限制可使用之

有機廢棄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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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組 摘譯(4 月 27 日 The 

Star) 

 

南非僱主及僱員救濟計畫(Ters)過於複雜引民怨 

南非就業及勞工部針對受 Covid-19 疫情封鎖提供僱主及僱員臨時救濟計畫

(Ters)相關規範指令，惟 Ters 缺乏明確性及所涉及複雜計算，導致誤解及錯

誤計算，回應中心無法即時回應電話洽詢，又無法線上提交申請，導致民怨

日增。 

南非特許會計師協會（Saica）頃發布聲明，通知錯誤計算之雇主“立即更

正”其薪資計算。Saica 認為，申請失業保險金（UIF）津貼之雇主須先通知

是否有能力支付一部分薪水。惟南非部分企業反應由於相關法令不斷修改，

造成如何支付 Ters 有很多不確定性。例如從 5 月 1 日起，南非將降至 4 級封

鎖，完全或部分關閉之雇主仍應為其僱員 5 月及 6 月工資申請 Ters 福利。  

就 Ters 計算方式，計算時應注意每位員工每月薪水上限為 R17,712，並按收

入替代率自 38％至 60％比例計算。倘員工收入低於 R3,500，則須支付該員工

支付等額薪資。對於收入較高員工，則先計算每日收入（月薪 x 12/365），

再計算每日收入替代比率。此外，關於年假補償，根據修訂後指令，雇主可

將其員工停職期間年假天數納入，並抵消自 UIF 支付年假之薪資。 

                                               經濟組 摘譯(4 月 24 日 The Citizen) 

 

南非宣布第 4 級限制對抗新冠病毒疫情 

南非政府日前宣布自本(2020)年 5 月 1 日起，全國封鎖進入第 4 級限制，相

關內容包括： 

 放寬營業產業範圍：除食品、藥品及嬰兒衣物，放寬人民外出購買電

腦、電話等 3C 產品、香菸、文具用品及教育書籍，惟仍禁止販售酒類

商品。另餐廳開放自上午 9 時至晚上 8 時營業，消費者僅能透過外送服

務取餐，禁止前往餐廳取餐或消費。 

 進入商店應量體溫、手部消毒、限制入店人數，並應保持社交距離。 

 允許外出運動，然禁止以類似聚會之形式進行，南非政府將於 4 月 30

日進一步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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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將開放更多大眾運輸交通營業，巴士及迷你巴士應遵守乘客量不可

超過 70%、小客車人數不可超過 3 人，南非政府下週將進行詳細說明。 

 地政事務所(Deeds Office)重新開放，人民可前往辦理不動產過戶事

宜。 

 部分產業恢復上班，包括林木業、礦業、道路工程業、餐廳、電話服務

中心、汽車修護保養及家庭照護等，南非政府預計每 10 人中 4 人可復

工，將有 150 萬人回到工作崗位，預期汽車、文具、水泥、建築器材製

造業產能將恢復 50%，其他製造業可恢復 20%產能，資源回收業可恢復

50%產能，社工或其他諮詢顧問亦恢復上班。 

 禁止跨省區交通往來，除非返回工作岡位或出席葬禮，預期應需要通行

證。南非政府將再針對相關細節及學校何時開學等事項陸續進行說明。 

                                       經濟組 摘譯 (4 月 27 日 Eyewitness News) 

 

Covid-19 疫情將造成撒哈拉以南非洲數百萬人口糧食危機 

世界銀行警告，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世界上最大稻米進口地區，新冠病毒疫情可

能從健康危機直接演變為糧食安全危機。聯合國更表示全球糧食危機人數達

2.65 億。 

非洲國內農作物及產能遭浪費，儘管食品卡車司機不受封鎖限制之約束，惟

多數人擔憂自身安全，或擔心遭警察罰款或逮捕，導致無卡車運送運送農作

物。奈及利亞貨運物流公司 Kobo360 表示，該公司營運領域遍及奈及利亞、

肯亞、多哥、迦納及烏干達等國家，惟約 30％團隊無法運營，導致部分農作

物在農田或倉庫腐爛。 

非洲依賴之進口也枯竭，包括自印度，越南及柬埔寨之主要供應國亦減少或

禁止稻米出口（印度自 4 月暫停出口，其他國家亦因封鎖而中斷供應鏈），

以確保有足夠糧食應對疫情。奈及利亞農業部表示，全球各國均有糧食安全

疑慮，奈國目前戰備儲量約有 3.8 萬噸穀物，盼再增加 10 萬噸。近年奈國已

增加其國內稻米產量，惟進口量仍佔其消費量至少三分之一。整個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區國家進口稻米約佔該地區總消費量之 40％。 

東非肯亞係該地區最主要稻米進口國，去年已遭蝗蟲災害，倘若進口量不增

加，東非地區本月底可能面臨短缺至少 50,000 至 60,000 噸。西非塞內加爾

商業產業組織 UNACOIS 表示，塞國稻米進口量約減少 30%，塞國糧食安全期僅

剩 2 個月。由於東非蝗災造成今年收成減少，導致自東非以外國家進口之稻

米更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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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組 摘譯(4 月 24 日 Business Day) 

 

南非規劃 Covid-19 疫情風險 5 階段警報系統 

 

 為努力恢復經濟活動，同時降低病毒擴散風險，南非內閣頃宣布採取 5 階段

“警報系統”逐步解除封鎖，該警報系統將經濟活動影響評估與 Covid-19 病

毒擴散傳染之程度掛鉤，以省份及確診人數為執行依據，對各經濟產業部門

之疫情擴散風險、該產業部門持續封鎖之影響以及該產業對經濟貢獻價值予

以評分。因此，每個警報階段規定允許進行活動，及調整防疫措施。 

上述 5 階段警報列出允許營運之產業部門，以及每個警報級別之公共交通及

運輸之限制。倘該項提案建議獲准，將在第 3 級警報（中等病毒傳播和適度

之衛生系統）恢復外賣食品商店、服裝店及政府服務（例如證照許可之核

發），以及有限國內鐵路及航空旅行。此外，針對高風險產業部門，如餐

廳、酒吧、會議中心、娛樂場所（如電影院和劇院）、體育賽事、宗教及文

化聚會等須予以嚴格禁止。此外，所有聚會活動之人數均不得超過 10 人，搭

乘公共交通工具之乘客須強制戴口罩。該提案亦鼓勵各產業盡可能採取居家

辦公模式，並允許不能在家工作之 60 歲或 60 歲以上勞工得以帶薪休假；並

建議雇主每天對員工進行 Covid-19 症狀篩檢，包括體溫檢查。 

                                       經濟組 摘譯(4 月 22 日 Business Day) 

南非商業不動產市場未來走向 

因疫情持續擴大，導致商業不動產租賃雙方關係緊張，分析家表示投資南非

商業不動產，仍需自長期觀點考慮以下因素： 

1. 商業不動產租金預期下跌：由於承租人營收減少或倒閉，將提前解約或

尋求其他租金較便宜之處，若供給不變，勢必導致精華區租金下跌。然

其他次要地區租金降幅預期更高，因未受疫情影響付款能力之商家考量

精華地段租金下跌反而將進駐精華地段，故精華地段投資人仍有機會透

過調降租金將不動產出租有支付能力之商家。 

2. 投資人可實現利益比例(Yields)將上升 1%至 1.5%：如同公債之可實現

利益比例受公債價格影響而變動，若商業不動產市場預期未來存在租金

下跌等風險，將推升可實現利益比例，然南非儲備銀行(South Africa 

Reserve Bank, SARB)過去一個月已降息兩次，使不動產貸款利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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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下跌至 7.75%，預期未來 SARB 將再調降平準利率，將可減少投資

人貸款壓力。 

                                                 經濟組 摘譯(4 月 22 日 The Star) 

 

麥肯錫(McKinsey)諮詢公司警告 Covid 疫情將消滅非洲 1/3 工作機會 

麥肯錫（McKinsey）頃發布報告指出，非洲各國之封鎖措施可能消滅整個非

洲大陸約 1/3 工作。雖然全面封鎖（例如南非）可能是拉平感染曲線之快速

方法，惟其經濟負面衝擊最大，因每個經濟部門只剩約 30％營運。整體非洲

4.5 億勞動人口中，約 1.5 億人工作或收入將受到影響。1.4 億非正式就業人

口中，多達 2000 萬可能完全失去工作。且 3000 萬人到 3500 萬人將受到減少

工時、工資，並有部分遭資遣。 

但有些產業部門可順利因應危機，包括衛生保健、資通訊科技產業、食品製

造及配送產業。非洲各國財長尋求之經濟紓困刺激計劃僅平均該國 GDP 之 1％

至 1.5％，遠低於中國、美國之 4％及 10％。整體非洲大陸未來所需經濟紓困

資金遠超過 1000 億美元（約 1.89 兆南非幣）。  

非洲目前實行封鎖國家包括南非、奈及利亞、迦納、辛巴威、馬拉威、肯亞

及波札那等國家。南非封鎖已影響到關鍵產業，如製造業、酒店旅館及旅遊

業。 

                                         經濟組 摘譯(4 月 22 日 Business 

Day) 

南非汽車產業應及早恢復出口製造，避免被國際競爭對手取代 

為南非政府擬訂汽車產業長期戰略計劃之 Justin Barnes 教授表示，南非要

避免 在 Covid-19 疫情後在全球汽車行業被邊緣化之危機，南非政府須修正

對汽車行業之支持。倘若南非無法應對疫情所導致之不可預測狀況，則南非

難以成為全球汽車產業競爭者。  

南非近期發布之新產業政策，以就業及生產增加一倍、增加當地勞動力 50

％，並培養新一代黑人汽車產業家等為目標。該計畫係以 2013 年汽車生產及

開發計劃（APDP）作為修訂版，自 2021 年實施至 2035 年，提供汽車產業之

製造及投資促進獎勵措施。南非 2019 年汽車產業佔全球汽車總產量僅達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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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新產業政策盼能在 2035 年提升至 1％。因此，渠建議南非政府應針

對疫情修訂其相關支持措施。 

南非汽車出口占南非汽車總產量 64%，當務之急應允許本地汽車公司盡快重啟

出口汽車之製造。因未來美國市場將萎縮 40%，歐洲將萎縮 38%，倘南非無法

供應汽車模組或零組件，可能被其他競爭對手取代。汽車零部件和聯合全國

製造商協會表示，倘封鎖延長至 5 月，則可能有 21％-30％中小企業會倒閉，

喪失多達 20％工作機會，而目前該產業僱用達 12 萬人。 

                                        經濟組 摘譯(4 月 22 日 Business Day) 

 

南非銀行 Capitec 以目的貸款方式推動汽車金融市場 

南非銀行 Capitec 表示，該行將不再授予短期信用（1-4 個月）。根據《國家

信貸法》，此類金融產品每月最多可收取 5％利息。Capitec 將推動以“目

的”導向之貸款商品，例如房屋裝修、與教育有關貸款或緊急資金等，且將

拓展至汽車金融領域。 Capitec 將對最高 R250 000 的貸款提供“ 20％或更

低”的利率（與本金掛鉤），該利率可能低至 13.45％。Capitec 已與全國 80

多個汽車經銷商簽署協議，非常積極推出汽車貸款市場。未來 Capitec 將續

與居家裝修及教育市場合作夥伴簽約推動相關貸款金融市場。 

Capitec 銀行約有 1400 萬客戶，包括 360 萬優質銀行客戶（流入量穩定）、

510 萬儲蓄客戶及 120 萬信貸客戶。該行表示，目前尚無因疫情而增加裁員

情，該行亦未停止向任何特定行業客戶發放信貸。至於南非儲備銀行

（Sarb）頃進一步下調 1%利率，協助企業及家庭度過疫情衝擊，Capitec 將

於 5 月配合執行，但僅降低 0.5%。 

                                            經濟組 摘譯(4 月 15 日 Business Day) 

  



 9 

       貳 國內商情報導 

首台呼吸器原型機已完成 經部編列 5 千萬開發 100 台進行驗證   

經濟部技術處 2020/4/30 
 

經濟部持續部署編列五千萬元籌組呼吸器國家隊。目前已取得美國 

Medtronic（美敦力） 資料，技術處表示，根據 Medtronic 日前釋出的 

PB560 型號設計，國內首台原型機已製造完成，後續將技轉給民間業者進行

製造已供應台灣及國外需求，更使 「Taiwan can help」增添項目。經濟部

表示技轉對象，有意願的廠商均可納入，後續將就廠商能力及條件進行評

估，已有業者表達需求。除可因應國內需求，儘速建立產業鏈提升自主能力

外，也可協助其他國家進行委託生產。目前全球呼吸器專利集中在四家廠商

手中，台廠如何取得製造專利成難題。美 敦力三月底宣布公開 PB560 便攜

式呼吸器的完整設計規範、生產手冊、設計檔案 等，在一定期限內開放全球

使用。日前鴻海宣布將在美國威州生產呼吸器，正是此款設備。 

 

當前國內外經濟情概況 
經濟部統計處 2020/4/29  
 

一、國外經濟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在國際間迅速蔓延，對全球生產及消費的衝擊

效逐漸顯現，各國經濟活動陷入停滯現象，衝擊全球經濟，4 月份主要機構之

最新預測，均大幅下修全球經濟成長，其中 IHS Markit 與 IMF 均預計今年全

球經濟將轉為負成長 3.0%。 

 

二、國內經濟 

疫情蔓延及國際原物料價格重挫，壓抑我國出口動能，致 3 月我國出口年減

0.6%，惟受惠於 5G 通訊、高效能運算等新興科技應用擴增，加上臺商回臺擴

廠趨勢延續，製造業生產年增 11.1%，表現優於其他國家。民間消費方面，因

疫情減低民眾外出頻率，壓縮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成長力道，致 3 月營業額

分別年減 3.4%、21.0%。 

展望未來，新興科技持續發酵，遠距辦公、線上教學等需求增溫，加上廠商

調升在台產能配置之趨勢延續，均有利挹注我國出口及生產，惟疫情蔓延全

球，終端產品需求疲弱，國際原物料價格大幅滑落，恐限縮我國第 2 季出

口、生產及消費之成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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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干擾下的零售業與餐飲業 
經濟部統計處 2020/4/29  
 

一、零售業：我國 3 月受疫情影響，民眾減少外出購物活動，零售業營業額

年減 3.4%；中國大陸及美國亦相繼受疫情影響而採取防疫管制措施，分別減

少 15.8%、4.4%，我國所受衝擊相對和緩。 

第 1 季零售業營業額年減 0.6%，惟疫情對各零售業影響程度不同，茲將各業

別影響分述如下： 

1.受損業別： 

(1)百貨公司：因來客數減少，第 1 季營業額年減 8.8，為歷年單季最大減

幅。 

(2)其他綜合商品零售業：因出入境旅客量遽減重創免稅店業績，第 1 季營業

額年減 22.6%，為歷年單季最大減幅。 

(3)布疋及服飾品零售業：因民眾減少購物致服飾銷售大減，惟出國受阻反推

升國內精品銷售抵銷部分減幅，第 1 季營業額年減 6.8%，為 2006 年第 3 季以

來最大減幅。 

(4)家用器具及用品業：因來臺觀光客驟減，珠寶、玉石買氣持續滑落，第 1

季營業額年減 16.9%，為歷年單季最大減幅。 

(5)燃料零售業：營業額隨油價走低而縮減，第 1 季年減 7.2%。 

2. 受惠業別： 

(1)超級市場及量販店：防疫周邊及清潔相關商品熱賣，加上民生物資囤貨

潮，第 1 季營業額分別大增 20.1%及 13.7%。 

(2)便利商店：第 1 季因民眾減少餐廳外食、就近採購等需求上升，帶動第 1

季營收達 847 億元，為歷年單季次高，年增 5.0%，是少數未受疫情衝擊之零

售業。 

(3)電子購物及郵購業：因疫情助長宅經濟發酵，帶動第 1 季營業額創歷年單

季次高，年增 16.5%。 

(4)網路銷售減緩疫情衝擊：第 1 季零售業網路銷售額為 811 億元，年增

19.1%，對整體零售業貢獻 1.4 百分點。在 3 月份的零售業調查中，有提供網

路銷售服務的業者，其 3 月營收受疫情影響而減少之家數占 58.5%，低於無提

供者之 62.9%，顯示網路銷售服務有助減緩衝擊。 

 

二、餐飲業：受疫情影響，3 月我國、美國及南韓餐飲業營收分別年減

21.0%、24.6%、10.9%(2 月)，均創歷年單月最大減幅。累計第 1 季分別年減

6.6%、3.5%及 5.4%(1-2 月)，其中美國因疫情較晚擴散，累計減幅相對較

小。 

(1)餐館業：因觀光客驟減，加上國人減少聚餐，第 1 季營業額年減 5.9%，為

2005 年第 1 季以來最大減幅；依餐館業類型觀察，以宴會型餐館受創最深(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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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季年減 25.9%，3 月減幅更達 62.7%)，西式速食所受衝擊相對和緩。 

(2)外送服務有助減緩疫情衝擊：依有無提供外送服務對營收影響觀察，其中

有提供外送服務之餐館業、飲料店業營收減少家數分別占 94.9%、41.6%，低

於無提供外送服務之 99.1%、66.1%，顯示提供外送服務之業者營收減少衝擊

相對較小。 

 

 

智慧局組防疫 IP 專利國家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2020/4/27   
 

全球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延燒，智慧局祭出「專利分析助攻口罩

國家隊」、「全球防疫專利技術大公開」、「潛力藥物我國專利資訊」、「防疫商

標專線服務」、「延誤期間可回復原狀」及「宅諮詢+送件 e 指通」6 招，組成

防疫 IP 國家隊，讓創新技術加速擴散，鼓勵外界投入研發，啟動防疫創新能

量。面對疫情，全球都競相投入研發，尤以檢驗試劑、藥物及疫苗最受矚

目，智慧局跟緊研發潮流，提供產業所需的資料及服務： 

 

一、專利分析助攻口罩國家隊 

為因應疫情蔓延，經濟部協調工具機廠商組成口罩國家隊，快速擴建口罩產

能，已吸引超過 20 個國家來臺採購口罩製造設備。智慧局公布口罩製造設備

及技術的全球專利布局概況，避免國家隊在銷售過程中踩地雷，發生專利侵

權糾紛。防疫國家隊如有產業專利分析需求，智慧局樂意積極提供協助。 

 

二、全球防疫專利技術大公開 

智慧局全球專利檢索系統(GPSS)全新建置「防疫專區」，以口罩、防護衣、檢

測、疫苗、藥品等 14 項防疫需求較大的產業來分類，一鍵點擊就能查詢到全

球防疫技術相關專利。此外，只要註冊成為會員，對關注的技術領域設定檢

索條件，系統就會自動推播最新專利案件，還可使用統計分析、圖表分析等

多項加值服務，讓產業界迅速掌握全球防疫技術發展的關鍵資訊。 

 

三、潛力藥物我國專利資訊 

在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未能問世前，國內外的醫藥專家都在努力找尋有效的解

藥，「老藥新用」變成短期內最快且最安全的好方法。 

智慧局自 3 月起陸續將國際上新冠肺炎的潛力老藥，其中包括「瑞德西韋」、

「羥氯奎寧」、「法匹拉韋」及寄生蟲藥「伊維菌素」等受關注明星藥物共約

52 項藥物，主動針對我國藥品許可證狀態以及我國專利資訊進行檢索揭露。 

 

四、防疫商標專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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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氯酸水、抗菌乾洗手劑、口罩減壓護套、醫療用防護衣等防疫商品開啟新

商機，智慧局彙整了「防疫商品及服務名稱」分類一覽表，申請人以電子申

請方式並採用一覽表的名稱申請商標，可享減免規費(每類新臺幣 300 元)。

同時開放諮詢專線服務，專人指引商標圖樣檢索，提供准駁可能的分析，幫

助業者快速申請也降低行銷風險，本服務實施至 109 年 5 月 31 日止，將視疫

情需要，彈性延長服務時間。 

 

五、延誤期間可回復原狀 

專利與商標案件如果因新冠肺炎疫情延誤申請及其他程序的法定期間，例如

繳交證書費、繳納專利年費、申請實體審查、申請再審查等等之期間，可檢

附證明文件向智慧局申請回復原狀，原則上就個案案情將從寬認定，以確保

申請人之權益。 

 

六、智慧宅諮詢+送件 e 指通 

疫情期間，智慧局專利商標諮詢服務不中斷，民眾防疫免出門，一通電話宅

在家，就能享有專業志工的諮詢服務。要遞送專利商標申請案也別擔心，使

用線上電子送件，還享有專利新申請案減 600 元、商標新申請案減 300 元的

好康！ 

 

’ 

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提供租金紓困措施 
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 2020/4/24 
 

鑒於「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持續延燒，為減輕受疫情衝擊之承租人負

擔，經濟部已研訂「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提供租金紓困措施」。紓困措施包括

「緩繳租金」及「減收租金」兩部分，在「緩繳租金」方面，承租經濟部所

屬台電、中油、台糖及台水公司（以下簡稱各國營事業）土地房舍之承租人

（不含政府機關）均可申請 109 年度租金展延繳納期限至 109 年 12 月底，屆

期如無法一次繳清，可分最長 3 年繳納，緩繳期間免計收違約金及遲延利

息。 

在「減收租金」方面，109 年全年租金以減收 2 成為原則（減收後租金不低於

各國營事業需負擔之地價稅、房屋稅等持有成本），初估受益承租戶約有 9 千

餘戶，租金約減收 6.6 億元。另承租各國營事業土地房舍作製造業使用者，

則比照經濟部工業局產業園區、加工出口區所訂租金紓困方案辦理。經濟部

強調，由國營事業帶頭降租 2 成，希望能有示範作用，以期減輕承租人受疫

情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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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受理商業服務業受疫情之艱困事業薪資及營運資金補貼 
經濟部商業司 2020/4/21  

 

經濟部頃公告「辦理商業服務業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之艱困事業薪資

及營運資金補貼申請須知」，凡有稅籍登記的商業服務業，營業額衰退達 50%

之「艱困企業」，政府補貼該企業正職員工 3 個月經常性薪資費用 4 成(每月

上限 2 萬元)，及以正職員工數乘以 1 萬元補貼一次性營運資金。 

 

商業服務業如餐飲(餐廳、咖啡廳、飲料店)、批發(文具批發、玩具批發、服

飾批發)、零售(超商、服飾店、文具店)、倉儲、視聽歌唱(KTV)、洗衣(傳統

洗衣店)、婚紗攝影、美髮及美容等行業，經濟部本次特別預算追加經費編列

182.3 億元，預估可協助 13 萬家企業，保住 33.7 萬人就業。 

 

申請文件包括申請書、勞保投保名單、薪資清冊等，詳細情形可參考申請須

知及專屬網站（https://csm-subsidy.cdri.org.tw/）。 

本次補貼之申請期間自即日起至 109 年 7 月 31 日，申請方式可採郵寄及線上

申請；郵寄地址為(郵遞區號 241) 中華郵政三重二重埔郵局 3-111 號信箱。

若有疑義，請撥客服專線 02-7716-9888 洽詢。 

 

 

經濟部受理製造業服及其技術服務業受疫情之艱困事業薪資及營運

資金補貼 
經濟部工業局 2020/4/20  
 

經濟部頃公告「經濟部辦理製造業及其技術服務業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

響之艱困事業薪資及營運資金補貼申請須知」，凡有稅籍登記的製造業及其技

術服務業，營業額衰退達 50%之「艱困企業」，政府補貼該企業正職員工 3 個

月經常性薪資費用 4 成(每月上限 2 萬元)，及以正職員工數乘以 1 萬元補貼

一次性營運資金。 

 

製造業係指須依法辦理工廠登記之業者，技術服務業包含自動化服務、資訊

服務、智慧財產技術服務、設計服務、管理顧問服務、研究發展服務、檢驗

及認驗證服務、永續發展服務、資料經濟服務、系統整合服務或資訊安全服

務等類別，此外，觀光工廠、創意生活也列在補貼業別。經濟部於本次特別

預算追加經費編列 197.1 億元，預估可穩定 30 萬人以上之企業員工就業。 

 

申請文件包括申請書、勞保投保名單、薪資清冊等，詳細情形可參考申請須

知及專屬網站（https://csm-subsidy.cdri.org.tw/），或者至產業競爭力發



 14 

展中心網站(https://assist.nat.gov.tw)之製造業紓困振興輔導專區-保薪

資項目查詢。申請期間自即日起至 109 年 7 月 31 日，申請方式可採郵寄及線

上申請；郵寄地址為(郵遞區號 106)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 41-3 號。若有

疑義，請撥 0800-000-257(產業競爭力發展中心)洽詢。 

 

經濟部攜手微軟「線上技術峰會」加速台灣數位轉型 

經濟部工業局 2020/4/16 

 
全球經濟遭受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衝擊，建造數位環境「遠距工作」成

為顯學，經濟部工業局為協助企業及個人在疫情期間超前部署數位轉型，攜

手台灣微軟於 4 月 16 日（四）至 17 日（五）合辦「微軟線上技術峰會」！

兩天的峰會將以「加速數位轉型」為主軸，並於議程中採線上方式，分別由

微軟執行長薩提亞·納德拉、經濟部林全能次長與經濟部工業局呂正華局長等

重量級嘉賓，與集結國內外頂尖業界專家，以「數位轉型加速」為主題，針

對雲端應用、智慧辦公、大數據及人工智慧，商業應用，物聯網等多元主題

內容，分享與傳授加速企業數位轉型的關鍵秘訣。本次活動將免費開放，可

透過「Microsoft Taiwan」臉書與相關網址報名參加。 

因應疫情狀況，企業須從體質面導入相關數位工具輔助，掌握數位轉型契

機。於線上峰會中經濟部林全能次長，特別錄影勉勵臺灣各產業：「受到當前

疫情的衝擊，雖然許多產業面臨巨大的影響，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是

個充實自我、提升能力，以及加速產業數位轉型的好時機。透過這次與國際

級重量講師和技術人員進行深入的交流，相信能帶給企業對數位轉型不一樣

的想像和全球性視野。也感謝微軟對台灣長期的投資，每年都將全球最領先

的科技見聞與技術帶進台灣，讓台灣成為亞太區 AI 人才資源庫，並帶領國內

ICT 產業轉型。」經濟部工業局呂正華局長亦表示：「政府也已著手研究各種

活絡經濟的補助與方案，穩固台灣的經濟發展，而攜手微軟辦理此次峰會，

更為台灣在數位轉型的布局帶來許多養分。」 

此次「微軟線上技術峰會」首次在台亮相，全方面探討數位轉型下各產業的

未來、挑戰，協助企業落實科技強度（Tech Intensity），為個人及組織提升

技術能力（Tech Capability），擬定嶄新策略以成功邁向數位轉型，廣邀大

中華區的技術好手們共同在雲端交流。「微軟線上技術峰會」即日起開放免費

報名參加，有關議程及報名資訊，請至本次活動網址查詢：

https://www.microsoft.com/taiwan/events/virtual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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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南非經濟指標 

  

類別 月/季 最近 前月/前季 

關鍵指標 
經濟成長率 2019 第 4 季 -1.4% -0.6% 

失業率 2019 第 4 季 29.1% 29.1% 

通貨膨脹指數(年度

增減比) 

消費者物價指數 2 月 4.6% 4.5% 

生產者物價指數 1 月 4.6% 3.4% 

產業指標 

(年度成長率) 

新房車銷售量 2 月 7.6% -5.1% 

新商用車銷售量 2 月 -14.9% -14.9% 

零售業 1 月 1.2% -0.5% 

批發業 1 月 1.9% 2.5% 

製造業生產總量 1 月 -2.0% -5.9% 

礦產業生產總量 1 月 7.5% 0.1% 

貿易指標 

進口總額(斐鍰) 1 月 1032.8 億 889.7 億 

出口總額(斐鍰) 1 月 1014.1 億 1028.6 億 

貿易順差(斐鍰) 1 月 -18.7 億 138.9 億 

黃金外匯存底 
黃金存底(美元) 2 月 65.3 億 63.6 億 

外匯存底(美元) 2 月 457.2 億 457.8 億 

類別 2020.3.20 1 個月前 1 年前 1 年最低點 1 年最高點 

匯率表 美元兌斐幣 17.61 15.11 14.48 13.87 17.61 

歐元兌斐幣 18.79 16.30 16.44 15.49 18.79 

英鎊兌斐幣 20.48 19.46 19.18 17.22 20.92 

斐幣兌日幣 15.87 13.47 12.99 12.44 15.88 

斐幣兌人民幣 0.40 0.46 0.46 0.40 0.50 

利率表

（％） 

主要利率 8.75 9.75 10.25 - - 

可轉讓定期存單

利率（3 個月） 

6.48 6.63 7.23 - - 

基準利率 5.25 6.25 6.75 - - 

原物料價格 黃金(美元/盎司) 1499 1530 1305 1271 1687 

白金(美元/盎司) 613 763 860 602 1028 

鐵礦石(美元/噸) 83.01 83.24 81.03 76.24 118.96 

原油(美元/桶) 25.72 33.55 68.05 24.56 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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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台斐雙邊貿易金額 

 

資料來源: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2020 年(月)別 

貿易總值(含復運資料) 出口+復出口(臺至斐) 進口+復進口(臺自斐) 出(入)超值(含復運資料) 

金額  

(美元) 

增減比% 

(同期) 

金額  

(美元) 

增減比

% (同期) 

金額  

(美元) 

增減比

% (同期) 

金額  

(美元) 

增減比%  

(同期) 

1 月 79,362,746 -48.406 47,270,374 -19.136 32,092,372 -66.348 15,178,002 -141.123 

2 月 57,398,428 -6.060 36,330,547 10.165 21,067,881 -25.087 15,262,666 214.347 

3 月 76,642,894 -11.504 48,249,698 -15.025 28,393,196 -4.803 19,856,502 -26.335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累計 213,404,568 -29.226 131,850,619 -11.042 81,553,949 -46.806 50,296,670 -1,086.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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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展覽資訊 
 

2020 年 2 月~ 2020 年 6 月台灣商展檔期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