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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興經濟促進就業政策措施」說帖 (簡版) 

行 政 院 經 建 會 

98 年 3 月 5 日 

受到全球金融風暴擴散影響， 97 年全球經濟轉成不景

氣，需求急速減少，各國就業市場受到波及，進而快速惡化。

我國為出口導向的國家，亦因去年下半年中國大陸、美國等

重要出口國需求不振，導致我國出口呈現衰退，以 97 年 12

月及 98 年 1 月為例，台灣的出口總值較前一年同月分別減

少 41.9% 及 44.1%，整體經濟面受到很大的影響，失業率也

迅速攀升。 

事實上，政府對於經濟不景氣將引發的失業危機早已提

高警覺，並未雨綢繆。除於 97 年 7 月及 9 月在行政院劉院

長親自主持會議及指示下，即已積極規劃，並於 97 年 10 月

與 11 月間陸續推出「97-98 年短期促進就業措施」、「98-101

年促進就業方案」、「加強地方建設擴大內需方案」，以及「擴

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4 年 5,000 億)等促進就業措施外，行

政院也成立跨部會因應失業專案小組，協調各部會積極因應。 

政府在規劃振興經濟促進就業政策措施時，係以「妥善

因應國際金融風暴所帶來的失業潮、強化國家軟硬體建設並

厚植國家競爭力」為目標，並以(1)減少裁員、(2)增加就業、

(3)擴大內需及(4)照顧弱勢等四項政策為施政主軸，相關措施

及預期效益與經費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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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興經濟促進就業政策措施 

壹、政策目標 

一、 妥善因應國際金融風暴所帶來的失業潮 

二、 強化國家軟硬體建設並厚植國家競爭力 

貳、政策主軸 

一、減少裁員 

二、增加就業 

三、擴大內需 

四、照顧弱勢 

表 1 ：四大政策主軸之相關措施與實施對象關聯表 

實施對象 

政策措施 全民 在職
勞工

失業
勞工

中高齡
勞工

近期大
專畢業
青年 

學生 銀行 企業 
(含科學
園區)

一、減少裁員         
1.「政府挺銀行、銀行挺企業、

企業挺勞工」三挺政策 
 ●  

 
  ● ● 

2. 「在地關懷－主動服務中小企

業」專案 
 ● ● ● ●  ● ● 

3.愛心企業  ●     ● ● 
4.穩定就業輔導團  ●     ● ● 

5.充電加值計畫  ●      ● 

二、增加就業         
1.97-98 年短期促進就業措施   ● ● ●    
2.98-101 年促進就業方案  ● ● ● ●    

3.立即上工計畫   ● ● ●   ● 

4.培育優質人力促進就業計畫         

 4.1 近期大專畢業青年企業實習   ●  ●   ● 

 4.2 強化科學園區廠商研發能量  ●      ● 

 4.3 專上人力加值訓練   ●  ●    

三、擴大內需         
1.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 ●       ● 
2.消費券 ●       ● 
3.減稅 ●       ● 

四、照顧弱勢         
1.工作所得補助方案  ●       
2.失業救助   ●      
3.就學安全網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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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近期各國財政與金融支持措施比較表 

 英國 加拿大 中國

大陸
法國 德國 義大利 日本 美國 我國* 

財政支出(％) 1.1 2.0 15.0 1.5 3.1 4.3 2.0 5.8 2.8 
刺激方案的性質          
基礎建設          
減稅          
銀行救助          **
消費券發行***          

資金挹注          
企業融資          
存款保障          
資本挹注          
資產收購          
國營化          

資料來源：1. 經濟學人， 2009 年 1 月 31 日。 

2. 經建會。 

*：我國部分僅納入民國 98 年一般預算以外之新增措施，未將 98-101 年全部新增措

施納入。其他國家列入者則有一年或數年刺激方案，故比較基礎不一致。 

**：就「銀行救助」而言，在我行政院劉院長的「存款戶全額保障」的宣誓下，即已

立刻達成穩定金融的良好效果，台灣並未如本表所示許多國家，須另以鉅額的預

算或發行國債來挹注銀行。 

***：相較於上述各國所採行的政策，台灣在今(98)年 1 月另發行消費券以提振經濟，

成效也相當顯著，日本也積極參考採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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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8 年度推動振興經濟促進就業措施 

 振興經濟促進就業之各項措施於 98 至 101 年預計支出 7,160 億

元，其中 98 年度預計支出 3,485 億元，占 48.7%。 

 振興經濟新方案 98 年度支出之經費，估計占我國 GDP 2.8%。 

 
98 年經費 預期效益 (萬人) 

計畫別 期程 
億元 % 

直接就業 

機會 
間接就業機會(註 2)

1.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註 1) 

(1)公共建設計畫 

(2)培育優質人力促進就業計畫、就

學安全網(註 3) 

98-101 1,507

1,214

 293

43.2 21.0 

14.1 

 6.9 

 

 

 4.2(1) 

2.98-101 年促進就業方案 98-101  65  1.9  5.8 24.7 (1) 

3.發放消費券 98/1-9 857 24.6   5.0(2) 

4.工作所得補助方案 97/10-98/12 176  5.1   0.7(2) 

5.減稅措施 

(1)減免汽車貨物稅 

(2)調降遺贈稅 

(3)促產落日前適用於所有製造業 

(4)提高所得稅扣除額 

 

98/1-12 

98/1 完成立法

97/7-98/12 

98/1 完成立法

624 

103 

192 

113 

216 

17.9   2.2(2) 

0.3 

0.8 

0.4 

0.7 

6.充電加值計畫 98/2 -99/1 168  4.8 － 16.8(1) 

7.97-98 年短期促進就業措施 97/11-98/10  88  2.5  7.3  

8.擴大大陸人士來臺觀光 

專案 

98 － －   1.7(2) 

合  計  3,485  34.1  

 

註 1：本項為 98 年中央特別預算 1,507 億元，尚不含特種基金 101 億元、自償及地方政府 60 億元。 

註 2：間接就業機會包括：(1)教育及職業訓練(萬)人次；(2)穩定或增加之就業(萬)人數。 

註 3：(1)培育優質人力促進就業計畫：98 至 99 年分別編列 255 億元與 38 億元，2 年合計 293 億元。 

(2)就學安全網：98 至 100 年分別編列 38 億元、34 億元，以及 8 億元，3 年合計 80 億元。 

註 4：”－”表經費無法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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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 

工作 

企業實習及

助理型工作 

公
服
型
工
作 

人力加值 

及訓練 

Ⅱ、教育部、經濟部、

國科會、農委會 

博士後研究人員 

研究助理 

月薪約 2.2 萬－4.4 萬元 

(碩、博士學位者另計) 

本部分 98-99年度共匡列

70 億元，於 98 年度共可

提供 1.1 萬個工作機會。

大專畢業 

青 年 

Ⅲ、各部會公共服務計畫 

(月薪 1.7 萬－2.2 萬元) 
 
本部分 98 年度共投入 88 億元，共可提
供 7.3 萬個工作機會。 
(本項目進用對象為一般失業者，不限大
專畢業生，以 97 年度實際進用人數為
例，大專以上程度者約占 4 成，約 2.9 萬
人) 

表 4：協助專上人力就業措施 

98 年Ⅰ、Ⅱ、Ⅲ合計提供大專畢業青年近 10 萬個新增工作機會 

Ⅰ、教育部、青輔會
1. 95-97 學年度大專畢業生至企業、教育

基金會及非營利組織實習計畫 (共 3.5
萬個實習名額) 

2. 各級學校學生輔導、行政服務及圖書 
  館助理 
3. 教學助理 
4. 行政助理 
5. 職涯輔導及專案管理師 
6. 業界專業教師 
7. 國中小專長教師 
8. 運動專業教練 

 (月薪約 2.2 萬－4.4 萬元) 
 
本部分 98-99 年度共匡列 206 億元，於 98 年
度共可提供 5.8 萬個工作機會。 

 

Ⅳ、教育部、勞委會 

專上人力加值計畫 
教育部：加值課程 
(每人每年訓練學費補助

以 5 萬元為上限) 

勞委會：職前訓練 
(符合特定對象者核發生

活津貼) 

 

本項目與失業率之降低

無直接關聯，於本計畫中

總經費為 15 億元，預期

共可提供 4.2 萬人次之訓

練。 

I、II 合計共可
提供 6.9 萬個
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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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失業勞工就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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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可否認的，這一波經濟景氣衰退所引發的失業問題是

相當嚴峻的，各國政府都傾全力來設法解決。我國以推動「擴

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發放「振興經濟消費券」、「97-98 年

短期促進就業措施」、「98-101 年促進就業方案」等計畫，來

因應國際金融海嘯的衝擊。我們預估上述各項政策於今年將

可直接提供 34.1 萬個就業機會，此外，各項職業訓練及人力

提升等措施的推動，也能間接帶動就業的效果，上述各項相

關措施的推動將力求達成 98 年失業率 4.5％的國建計畫目

標。當然對於國際經濟的動向及趨勢，政府仍將持續密切注

意，並會針對國內外經濟與就業情勢變化，積極妥為因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