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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 8屆第 5會期 

經濟、財政、內政委員會第 1次公聽會 

 

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 

自由經濟示範區(國際健康產業) 

社會影響評估、對各關聯產業 

之影響評估及租稅措施之必要性 

及其稅式支出評估  

 

衛生福利部 

103 年 3 月 19 日 

 

一、政策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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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基於自由化、國際化、前瞻性之核心理念，積極推動自

由經濟示範區（以下簡稱「示範區」），以突破困境注入經濟成長

新動能，並能與國際接軌，塑造加入泛太平洋夥伴協議（TPP）及

東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ECP)的條件。  

其中，國際健康產業即為示範區的五大示範產業之一。在分

階段推動原則下，第一階段(特別條例通過前)依循常規法規鬆綁檢

討機制，先行放寬現行醫療法規，並在松山、桃園、台中及高雄

等 4 個國際機場設置「國際醫療服務中心」。第二階段配合「自由

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之訂定，放寬外國醫療機構與國內合作設

立國際醫療機構及引進外國優秀醫事人員。初期考慮先成立一至

二個「國際健康產業園區」，在區內設立國際醫療機構，以醫療為

火車頭，帶動醫療、生技、藥品、復健、養生等健康產業發展，

發揮聚落效應，帶動區域的服務產業與經濟發展。  

以下，就自由經濟示範區之社會影響評估之「就業影響評

估」、「社會重分配影響評估」」、「關聯產業之影響評估」及租稅措

施之必要性及其稅式支出分別加以分析。  

二、就業影響評估  

（一）對外籍勞工之影響  

在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中，國際健康專區並未放寬外籍

勞工僱用，不開放大陸、香港及澳門人員來專區內執業，故不會

衝擊國內勞工權益。  

（二）外籍專業人士來台，對國人就業的正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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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健康專區初步規劃 200 床醫院，僱用外外國醫師不會超過 100

人，相較於國內 42000 多名執業醫師，不到 0.25%，所佔比例極低。衝

擊極為有限。專區通過實施後，本部亦將針對情形加強控管，以降低

可能衝擊。其次，聘任之外國人員，限於高階人員或有特別技術者，

優先以具有歐美保險公司認可之醫師，人數十分有限，且僅限於專區

內任職，可將衝擊降至最低。 

正面而言，本部推動之國際醫療，依 WTO 四種服務貿易模式，

係選擇對台灣最有利的模式二：消費者親自到國外服務提供者的所在

地去購買此項服務，意即讓外國人至台灣接受醫療服務，其所能創造

的不僅為該服務之相關產值，更能同時帶動週邊產業之效應，是服務

貿易模式最佳之一種。甚至因為推動了國際醫療，更可把原本有意出

走的人才、技術及高端設備因而留在台灣，不致外流，提高整個健康

產業競爭力。目前國內具有特別技術的人員已成為東南亞國家及中國

大陸高薪鎖定挖角之對象，示範區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與薪資彈性，

使其得以選擇留在國內。同時外籍專業人士引進有助於提升國內技

術、醫療品質及設備，並服務更多的外籍病人，可以創造更多的國內

就業機會。 

三、社會重分配影響評估 

（一）薪資成長及所得分配之影響評估 

預計民國 105 年，國際醫療產值可增加至 260~380 億元左右

的新台幣左右。隨著國際醫療及專區規模擴大，將可帶動健康產

業及各行各業國人就業機會增加。其中，除了醫事人員外，尚有

不少周邊行業，如旅遊觀光、交通運輸等人力，當可發揮改善所

得分配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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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縣市資源分配影響  

由於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一旦通過後，除中央單位可以

申設外，縣市政府亦可自行評估提出計畫申設示範區，因此不排

除北部、中部、南部均有機會申設，有助於區域平衡，不會對資

源分配帶來衝擊。  

（三）促進民間投資的影響  

示範區條例通過後之第二階段，係轉朝國際健康園區規劃，

產業為主、醫療為輔，醫療的方向不在於衝量，而是催化國際先

進醫療與生技技術，成為「健康產業火車頭」，帶動生技、製藥、

醫材、醫療照護、養生等相關產業之研發。因此，除醫院的投資

外，亦可帶動周邊產業的相關投資，活絡健康產業之結合與發展，

形成群聚效應，提高產值，為健康產業發展注入正面能量，帶動

相關產業之發展。產生相當大的產業關聯效果，提高產值。  

三、對各該關聯產業之影響評估 

（一）TPP、RCEP 區域經貿整合對台灣產業的影響  

由於 TPP、RCEP 的區域整合蔚為潮流，若干先進會員國的醫

療服務、生技、醫療器材等產業的競爭力強，開放對台灣相關產

業影響大，故透過國際健康園區的示範，強化國內相關產業的競

爭力，未來有利於迎接市場開放的挑戰。  

（二）示範區對服務業、製造業的正面影響與負面衝擊  

如同前述，示範區投資的不祇是核心的醫院投資外，尚可帶

動相關的醫療器材、設備、生技製藥與研發、養生、醫療照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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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製造業及服務業的發展，將可帶動產業的正面影響。長期而

言，在醫材、新藥方面，如能藉由自行製造替代進口，更可扶植

國內醫材及製藥工業。尤其是中國大陸在新藥、醫材上自行制定

標準缺乏國際認證，台灣的廠商目前積極配合國際標準取得國際

認證以與國際接軌，正是進入市場之大好機會，未來可以保持對

大陸相關產業的領先優勢。  

四、租稅措施之必要性及稅式支出 

（一）租稅措施之必要性  

國際健康產業並未訂定租稅優惠，不過，示範區特別條例（草

案）第三十三條：「有關示範事業聘僱外籍專業人士，其首次來台

工作三年內之薪資或執行業務所得，以年數納入綜合所得總額課

稅。」基於吸引外籍醫事人員來台，透過個人所得稅負減免的誘

因，可望提高其來台工作意願。  

（二）稅式支出評估結果  

外籍專業人事薪資減半雖帶來稅收損失，但國外專業醫事人

員的加入，國際健康專區可以爭取更多國外人士來台進行國際醫

療，可望增加政府本國醫事人員的就業及綜合所得稅收入。同時，

帶動關聯產業的投資及營收，亦可增加政府營利事業所得稅的收

入。此外，醫療專區帶來台灣的國際醫療品牌形象，以及外籍醫

事人員提升台灣技術水平與所產生的外部效益，最終的整體效果

為正面的效益。  

（三）引進外籍專業人士之政策目的及運用租稅優惠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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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台灣的國際醫療品牌尚未有效建立，以及若干外籍專業

人士在其本國有其知名度，可望帶動跨國人士，仰慕其知名度來

台進行國際醫療，增加客源；此外，基於技術交流、提升台灣醫

療技術水準等政策考量，吸引外籍專業人士來台有其必要性。  

使用租稅優惠爭取外籍專業人士，係基於短期考量（首次來

台的專業人士三年薪資減半），以提高其加速來台從事國際醫療的

意願。另一方面，經由前述稅式支出評估的結果，引進外籍專業

人士的稅式支出為「正向效果」，故運用租稅優惠的工具，有助於

吸引外籍專業人士加速其來台進行國際醫療的決定，故有其必要

性。  

（四）實質投資範圍及免稅對象之認定，目前由財政部邀集有

關部會在研擬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