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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藉由一些經濟指標統計數據呈現，揭露某地區在特定期間或特定時點

之經濟情況，亦能比較各地區相同指標之經濟表現，其中平均每人國民所

得毛額，消費者物價指數衡量一地區之物價水準與購買力，勞動力與就業

及失業率衡量一地區之勞動參與狀況，基本工資衡量勞工在法定正常工時

內所得之最低報酬標準，現有公司登記家數、現有商業登記家數、工廠新

登記家數衡量該產業營運及銷售情況之表現，加上臺南市招商成果統計、

臺南雙引擎計畫資料，以明瞭臺南市之招商概況。 

觀察近9年(100年至108年)現有公司登記、現有商業登記、工廠新登

記數據可知，臺南市年增率皆高過臺灣地區，臺南市公司登記家數年增率

為(3.22%)、現有商業登記家數年增率為(2.60%)、工廠新登記家數年增率

為(4.86%)，此三項平均年增率在6都直轄市中皆排名為第二名的城市。 

近年來，再藉市長黃偉哲打造產經重鎮施政主軸下，積極推動臺南雙

引擎政策(南科、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為核心) ，促進本市相關產業快速發

展，臺南科技大廠的進駐亦帶動市民平均薪資成長並提升市民生活水準，讓

臺南市成為具競爭力的城市，創造產業競爭力及增加就業機會，使臺南市

成為全國宜居友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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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招商投資概況分析 

壹、前言 

經濟指標係將經濟活動以統計數據呈現，揭露某地區在特定期間或

特定時點之經濟情況，亦能比較各地區相同指標之經濟表現。依經濟部

統計處之分類，經濟統計指標可分為總體經濟、國際比較、外銷訂單、

工業生產、批發、零售及餐飲業、工廠校正、進出口、登記及歇業動

態、投資、能源、勞動力、薪資、物價、交通及財政金融等 15 大分

類，受限於篇幅關係，本文挑選具代表性之重要經濟指標探討，包含國

內生產毛額、消費者物價指數、勞動力與就業及失業率、基本工資、公

司登記、商業登記、工廠登記等經濟指標列入本文探討。 

國內生產毛額(GDP)衡量一地區經濟實力與人民富裕程度，消費者

物價指數衡量一地區之物價水準與購買力，勞動力與就業及失業率衡量

一地區之勞動參與狀況，基本工資衡量勞工在法定正常工時內所得之最

低報酬標準，公司登記、商業登記、工廠登記家數衡量其設立之變化，

衡量國內景氣趨勢。 

      透過上述臺南市經濟指標統計分析，再加上本府經發局彙集之臺

南市招商成果統計、臺南雙引擎統計資料，淺談近年（民國 100 年至 

108 年）臺南市之經濟投資表現，並與臺灣地區及世界各地區之經濟指

標相互比較探討，除明瞭臺南市之招商投資概況之外，亦提供市府擬訂

相關經濟招商投資政策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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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要經濟數據 

一、平均每人國民所得毛額 

國內生產毛額（英語：Gross Domestic Product，縮寫：GDP）亦

稱國內生產總值，為一定期間內（一季或一年），一地區內經濟活動產

出之全部最終成果（包括財物和勞務）的市場價值。因產出成果會經分

配而構成所得，所得又必用於消費或投資，故一地區之國內生產毛額可

由生產面統計，可由分配面統計，亦可由需求面統計，若無統計差異，

三面向之統計結果必然相等。目前國內生產毛額係依據聯合國推行之 

2008 年版 SNA 所編算，可衡量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水準與人民富

裕程度，亦為衡量國民經濟之核心指標。 

就近8年之平均每人國民所得毛額 觀察，臺灣地區自民國 100 年起

平均每人GDP 為 2 萬 1,410 美元，呈現逐漸成長之趨勢，至 107 年達 

2 萬 6,376美元為最高，8年間增加 23.19%。其他主要地區中美國、德

國、韓國、新加坡、香港及大陸之平均每人 GDP 亦呈上升趨勢，8年間

分別增加 25.56%、5.16%、34.90%、11.95%、40.85%及77.95%；另

外日本、法國及英國107 年之平均每人 GDP 則較 100 年分別下降 

17.86%、5.99%及 0.21%。（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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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主要國家平均每人國民所得毛額 

單位：美元 

 
資料來源：經濟部統計處(各國統計月報)。 

 

 

二、消費者物價指數 

消費者物價指數（英文：Consumer  Price  Index，縮寫：CPI），

為反映與人民生活相關的產品及勞務價格變動所統計出來的物價變動指

標，通常可用來衡量一國通貨膨脹的幅度。各國為達到物價穩定，大多

將物價指數上漲率訂在 2％到 2.5％之間為目標，稱之為適度通膨， 一

般超過 3％為通貨膨脹，超過 5％就是較嚴重的通貨膨脹。 

消費者物價指數目前係以民國 我國消費者物價指數係以臺灣地區家

庭消費結構為權數，並按年滾動更新。105年基期共選取 368 項商品及

服務，分為食物、衣著、居住、交通及通訊、醫藥保健、教養娛樂及雜

項等七大類；為提升指數之代表性，自本基期起，項目權數結構之檢討

修訂，由每 5 年改為按年變更，目前七大類權數分別為24.0％、5.0％、

22.4％、14.8％、4.5％、13.6％及 15.8％。 

就近9年之消費者物價指數年增率觀察，我國大致呈現逐年穩定上

漲之趨勢，除民國 104 年為下跌外其餘年度皆較上年上漲，漲幅約在 

1%至 2%之間。另就近9年之消費者物價指數年增率與世界各地區比

較，我國 100 年至 108 年間每年之消費者物價指數年增率皆在 2%內，



4  

相對香港、大陸等地，變動幅度溫和與平穩。（表 2） 

 

表2  主要地區消費者物價指數年增率 

單位：% 

 

      資料來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物價統計月報」。 

 

 

為了進一步探究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指數上漲率各分類指數之變動

情形，我們可由消費者物價之 7 項基本分類指數觀察，食物類指數每年

漲幅均為最大，約都有 2%至 5%的漲幅，其中蔬菜與水果之物價指數容

易受到氣候與天災影響，價格變動較大，100年至108年都有非常顯著的

漲幅，民國 105 年臺灣地區之食物類指數上漲 5.23%，為最大漲幅；而

交通指數則有較顯著跌幅， 其中油料費價格近年因國際情勢變動導致價

格大幅下跌，民國 104 年臺灣地區之交通類指數分別下跌 5.83%，為最

大跌幅；另外衣著類、居住類、醫藥保健類、教養娛樂類及雜項類指數

之變動幅度則相對平穩。(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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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指數年增率─基本分類指數 
單位：% 

資料來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物價統計」。 

 
 
 

三、基本工資 
 

基本工資係指勞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之報酬，不包括延長工

作時間之工資與休息日、休假日及例假工作加給之工資。 

民國 45 年臺灣地區初訂基本工資為每月 300 元，至今經歷二十餘次

調整，其中，自 86 年調整至每月 1 萬 5,840 元過後，因亞洲金融風暴、

產業大量外移等影響，至 96 年為止曾近十年未調整基本工資。由表 13知

自民國100年起近9年之基本工資歷次調整概況觀察，我國大致呈現逐年

穩定上漲之趨勢，自108年1月1日起實施，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23,100

元，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150元，每月基本工資係針對按月計酬者，且

依法定正常工作時數上限（現為 40 小時）履行勞務之最低報酬，而每小

時基本工資係為約定按「時」計酬者單位時間之最低報酬。(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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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臺灣地區基本工資歷次調整概況 

 
       資料來源：勞動部。 

       備註：以製造業生產指數為產出，製造業受僱者總工時指數為投入，即製造業勞動生產力指數 

 

觀察近9年臺灣地區與其他主要地區國家工業及服務業員工薪資知，

臺灣自民國100年45,508元/月至108年53,657元/月，員工薪資成長

17.91% (平均每年成長約2.24%)，僅比日本(0.23%)佳；由每年基本工資

成長率(約3.72%)是遠高於員工薪資成長率(約2.24%)，可見政府積極照顧

低層之勞工基本福利。(表 5) 

 

另由主要國家製造業員工工作時數，知臺灣製造業員工工作時數，自

民國100年185.1月工時至108年175.1月工時降低約-5.40%，比日本、新

加坡、香港及美國工時降低多，政府也積極改善勞工之工作時數。(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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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主要國家工業及服務業員工薪資 

 

 
 
 

表6 主要國家製造業員工工作時數 

 
  



8 

 

 

四、勞動力、就業與失業率 

勞動力係指 15 歲以上可以工作之民間人口1，包括就業者及失業

者。另就業者係指凡在調查資料標準週（每個月含 15 日那一週）內，

年滿 15 歲且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1)從事有酬工作（不論時數多

寡），或每週工作 15 小時以上之無酬家屬工作；(2)有工作而未做之有

酬工作者；(3)已受僱用領有報酬但因故未開始工作者。而失業意指一個

人願意並有能力為了獲取報酬而工作，且有找工作的行動，但卻沒找到

工作的情況。失業率則為勞動人口裡符合「失業條件」者所占的比率。

失業率（%）= [失業者/(失業者+就業者)]×100% 

                = 失業者/勞動力×100% 

非勞動力則指 15 歲以上不屬於勞動力之民間人口，包括因求學或

準備升學、料理家務、高齡、身心障礙、想工作而未找工作等，而未工

作亦未找工作者。 

勞動力參與率是指勞動力占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的比率，也就是在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中有參與勞動的比率。因勞動力包含就業者與失業

者，故無論是就業者或失業者的增減，都會影響勞參率的升降。 

勞參率（%）=勞動力/15 歲以上民間人口× 100% 
 

 

 

在臺灣地區勞動力與就業部分，自民國100年至108年，15 歲

以上民間人口、勞動力、就業者及勞動力參與率皆上升，失業率則

下降。(表 7) 

 
  

1民間人口係指 15 歲以上本國人口扣除武裝勞動力（現役軍人）、監管人口與失蹤人口，包括勞

動力與非勞動力，至於外籍人士、外勞及尚未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之外籍配偶等，則非本國人口。 

 



9 

 

表7    臺灣地區勞動力與就業 

    15 歲以上   勞動力(千人) 非勞動力 勞動力 失業率 

年   民間人口 

(千人) 合計 就業者 失業者 
(千人) 參與率 

（%） 

（%） 

                  

100 年   19,253 11,200 10,709 491 8,053 58.17 4.39 

101 年   19,436 11,341 10,860 481 8,096 58.35 4.24 

102 年   19,587 11,445 10,967 478 8,142 58.43 4.18 

103 年   19,705 11,535 11,079 457 8,170 58.54 3.96 

104 年   19,842 11,638 11,198 440 8,204 58.65 3.78 

105 年   19,962 11,727 11,267 460 8,235 58.75 3.92 

106 年   20,049 11,795 11,352 443 8,254 58.83 3.76 

107 年   20,129 11,874 11,434 440 8,254 58.99 3.71 

108 年   20,189 11,946 11,500 446 8,243 59.17 3.7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統計」；勞委會職訓局「就業服務統計」。 

 

觀察近9年臺灣地區與其他主要地區國家失業率知，臺灣自民國100

年至108年平均失業率為3.96%，較美國、德國、加拿大、英國及法國

佳，可見這些年就業市場是穩定健康的。(表 8) 

 

表8  主要國家失業率 
單位：％ 

                        

年   中華民國 
美 

國 
日 本 

德 

國 

加

拿

大 

英 

國 
韓 國 新加坡 香 港 法國 

                        

100 年   4.39 9.00 4.60 5.80 7.50 8.10 3.40 2.00 3.40 9.20 

101 年   4.24 8.10 4.40 5.40 7.30 7.90 3.20 2.00 3.30 9.80 

102 年   4.18 7.40 4.00 5.20 7.10 7.60 3.10 1.90 3.40 10.30 

103 年   3.96 6.20 3.60 5.00 6.90 6.10 3.50 2.00 3.30 10.30 

104 年   3.78 5.30 3.40 4.60 6.90 5.30 3.60 1.90 3.30 10.40 

105 年   3.92 4.90 3.10 4.10 7.00 4.80 3.70 2.10 3.40 10.00 

106 年   3.76 4.40 2.80 3.80 5.70 4.40 3.70 2.20 3.10 9.40 

107 年   3.71 3.90 2.40 3.40 5.80 4.00 3.80 2.10 2.80 9.00 

108 年   3.73 3.70 2.40 3.20 5.70 3.80 3.80 2.30 2.90 8.50 

 平均  3.96  5.88  3.41  4.50  6.66  5.78  3.53  2.06  3.21  9.6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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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現有公司登記 

觀察近9年臺灣地區與臺南市之現有公司登記家數及年增率，均呈

現逐年上漲之趨勢，看現有公司登記家數年增率可發現臺南市(3.22%)

高過臺灣地區(2.12%)，在6都直轄市中排名為第二名的城市，僅略低於

臺中市(3.39%)。 (表 9、表 10) 

 

 表 9   現有公司登記家數－按縣市分                  單位：家 

                  

年   總計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100 年    596,574   118,183   159,800   47,839   77,672   29,710   75,078  

101 年    605,365   119,417   161,467   48,514   79,225   30,620   76,597  

102 年    620,401   121,949   164,603   50,323   81,684   31,800   78,017  

103 年    637,556   124,205   168,441   52,155   85,159   32,731   79,793  

104 年    656,333   126,991   172,436   54,207   88,381   33,851   81,762  

105 年    675,273   129,777   175,517   56,472   92,069   35,187   83,777  

106 年    695,693   133,019   178,711   58,770   96,174   36,536   86,144  

107 年    705,234   134,856   179,519   60,087   98,980   37,358   86,610  

108 年    705,554   133,847   179,653   61,029   101,419   38,290   81,752  

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公司登記統計」。 

 

表10  現有公司登記家數年增率－按縣市分 

年增率(%) 

 

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公司登記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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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11觀察近8年(101年至108年)臺南市現有公司登記家數之行業

別，除批發及零售業略為減少外，各行各業皆有成長，特別是電力及燃

氣供應業(成長率約384.09%)及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成長率約

139.86%)成長較多。 

表11  臺南市現有公司登記家數--行業別 

 

 

 由表12觀察近8年(101年至108年)臺南市現有公司登記家數之行政

區，各行政區之公司登記家數皆有兩位數以上成長，顯示臺南市各區域

發展是均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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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臺南市現有公司登記家數--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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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現有商業登記 

觀察近9年臺灣地區與臺南市之現有商業登記家數及年增率，均呈

現逐年上漲之趨勢，看現有商業登記家數年增率可發現臺南市(2.60%)

高過臺灣地區(1.72%)，在6都直轄市中排名為第二名的城市，僅略低於

桃園市(3.25%)。 (表 13、表 14) 

表13   現有商業登記家數－按縣市分 

              單位：家 

                  

年   總計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100 年   770,194 132,945 53,781 43,677 95,643 56,107 106,738 

101 年   781,943 133,470 53,763 44,765 97,313 56,910 107,752 

102 年   800,948 135,662 55,382 46,629 100,016 58,416 109,588 

103 年   809,637 136,169 55,587 47,758 101,770 59,425 110,289 

104 年   821,047 136,745 56,134 49,234 103,899 60,486 111,181 

105 年   835,937 137,648 56,430 50,661 105,863 61,623 116,478 

106 年   849,846 139,209 57,036 52,654 108,065 62,874 118,319 

107 年   869,179 140,598 58,004 54,499 111,511 67,043 120,241 

108 年   885,270 142,208 58,889 56,410 114,540 68,829 122,163 

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商業登記統計」。 

        

表14   現有商業登記家數年增率－按縣市分 

        單位：% 

年 總計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100 年  1.46 … … … … … … 

101 年  1.53 0.39 - 0.03 2.49 1.75 1.43 0.95 

102 年  2.43 1.64 3.01 4.16 2.78 2.65 1.70 

103 年  1.08 0.37 0.37 2.42 1.75 1.73 0.64 

104 年  1.41 0.42 0.98 3.09 2.09 1.79 0.81 

105 年  1.81 0.66 0.53 2.90 1.89 1.88 4.76 

106 年  1.66 1.13 1.07 3.93 2.08 2.03 1.58 

107 年  2.27 1.00 1.70 3.50 3.19 6.63 1.62 

108 年  1.85 1.15 1.53 3.51 2.72 2.66 1.60 

平均值 1.72 0.85 1.14 3.25 2.28 2.60 1.71 

            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商業登記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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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5觀察近8年(101年至108年)臺南市現有商業登記家數之行業

別，各行各業皆有成長，特別是農、林、漁、牧業(成長率約138.58%)、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成長率約152.38%)及教育服務業(成長率約400.00%)

成長較多。 

表15  臺南市現有商業登記家數--行業別 

 

 

 由表16觀察近8年(101年至108年)臺南市現有商業登記家數之行政

區，除北門區稍微減少外，其餘各行政區之商業登記家數皆有成長，顯

示臺南市各區域發展是均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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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臺南市現有商業登記家數--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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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廠新登記 

另進一步觀察表 17、表 18，知近9年臺灣地區與臺南市之工廠新登

記家數及年增率，均呈現逐年上漲之趨勢，可發現臺南市(4.86%)高過

臺灣地區(1.98%)，在6都直轄市中排名為第二名的城市，僅低於高雄市

(6.33%)。  

 表 17   工廠新登記家數－按縣市分               單位：家 
                  

年  總計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100 年   3,850 1,001 48 663 738 266 253 

101 年  4,330 1,144 76 662 757 295 292 

102 年  5,181 880 37 751 1,147 407 470 

103 年  4,296 974 45 571 1,025 365 397 

104 年  4,672 1,007 41 545 1,131 364 415 

105 年  5,434 943 27 632 1,476 437 446 

106 年  4,892 980 28 702 1,196 428 386 

107 年  4,514 903 28 777 1,024 341 304 

108 年  4,219 819 35 674 889 351 342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廠登記」。 

 

 

表18  工廠新登記家數年增率－按縣市分 

               單位：% 

年 總計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101 年    12.47   14.29   58.33  - 0.15   2.57   10.90   15.42  

102 年    19.65  - 23.08  - 51.32   13.44   51.52   37.97   60.96  

103 年   - 17.08   10.68   21.62  - 23.97  - 10.64  - 10.32  - 15.53  

104 年    8.75   3.39  - 8.89  - 4.55   10.34  - 0.27   4.53  

105 年    16.31  - 6.36  - 34.15   15.96   30.50   20.05   7.47  

106 年   - 9.97   3.92   3.70   11.08  - 18.97  - 2.06  - 13.45  

107 年   - 7.73  - 7.86   0.00   10.68  - 14.38  - 20.33  - 21.24  

108 年   - 6.54  - 9.30   25.00  - 13.26  - 13.18   2.93   12.50  

平均值  1.98  - 1.79   1.79   1.15   4.72   4.86   6.33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廠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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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臺南市投資案件統計 

在本府各局處協力合作下，108年1月至109年4月新增403家投資案，

吸引451.78億元投資額，創造528.88億元產值，可增加10,183個就業機

會。 

表19    臺南市100年至109年(4月)招商成果表 

 家數 投資額(億) 年產值(億) 預計就業人數 

100年 282 1,055.54 1,169.62 23,286 

101年 271 2,700.96 4,254.16 21,525 

102年 255 2,411.59 5,360.78 14,207 

103年 311 2,185.22 3,771.40 8,337 

104年 268 96.21 158.56 4,157 

105年 345 378.93 838.43 8,857 

106年 273 250.70 344.20 7,053 

107年 339 381.69 1,346.24 22,777 

108年 323 424.07 492.16 9,069 

109年1-4月 80 27.71 36.72 1,114 

合計 

(108.01至今) 
403 451.78 528.88 10,183 

合計 

(縣市合併至今) 
2,747 9,913 17,772 120,382 

每月由市長親自召開投資會報，對投資本市各項計畫案強化服務協

助廠商排除投資障礙，要求各權管機關主動關懷、跟催、協助與橫向聯

繫，截至109年4月總計列管2億元以上重大投資案92案，投資額達

2,884億元。 

108年1月至109年4月，招商吸引包含聯亞科技、和鑫光電(增資)、

台達電、啟碁科技、東群建設(DHL)、興宜雷射精機、群豐駿科技、渼

爾康化粧品、總勝企業、聰仲企業、睿生光電、濠瀅機械、台灣應用材

料、金器工業、天暉精密、雍御、穩衛等企業等投資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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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臺南雙引擎計畫 

臺南在市長黃偉哲打造產經重鎮施政主軸下，以南科、沙崙智慧綠

能科學城雙引擎為核心，帶動衛星工廠投資台南，總投資額超過1.6兆元，

同時持續厚植產業基礎，建構優質投資環境，整合產官學研各界資源，

以主動積極、創新的態度持續協助新興產業發展及傳統產業升級轉型，

成績斐然。 

近年隨著產業發展及投資環境佈局，在中央與地方持續緊密地合作

下，持續推動沙崙綠能科學城作為研發示範核心，在周邊規劃設置綠能

產業園區，作為製造量產之生產基地。綠能產業園區基地位於台86線上

崙交流道下，依產業創新條例完成報編後，可釋出約63公頃產業用地供

廠商設廠。目前已完成前置作業，規劃109年11月與廠商簽約，預估3

年可完成園區核定設置。 

另南部科學園區的台南園區，位於台南市新市、善化及安定三區之

間，其總面積1,043公頃，事業專用區約553公頃，園區內有積體電路、

光電產業、精密機械、生物科技等117家廠商，其中兩大主要產業聚落

為積體電路(17家如台積電、聯電、台灣應材、瑞昱、南茂...)及光電產

業(36家如群創光電、茂迪、台灣康寧、瀚宇彩晶、台達電子...)，108年

營業額為6,865億元，從業員工數也高達69,000人以上，是台南重要產

業基地之一。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台南園區一直有產業發展用地需求，109年4月

24日行政院核定「南部科學園區台南園區擴建計畫」，計畫在看西農場

再開發約92.24公頃土地面積。目前南科管理局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等行

政作業，預計112年用地取得後，園區公共工程施工及廠商同步建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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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  南科台南園區統計表 

 106年 107年 108年 

員工數(人) 66,428 65,072 69,191 

新增投資額(億元) 18.99 48.12 41.80 

廠商數(家) 126 125 130 

營業額(億元) 8,229.68 7,344.29 6,865.23 
          資料來源：科技部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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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結論 

GDP衡量一地區經濟實力與人民富裕程度，消費者物價指數衡量一地

區之物價水準高低與購買力，勞動力與就業及失業率衡量一地區之勞動參

與狀況，基本工資衡量勞工在法定正常工時內所得之最低報酬標準，經由

本文探討上揭經濟指標，明瞭臺灣地區及臺南市之經濟概況，進而透過下

列各項資訊，瞭解臺南市招商投資概況。 

 

一、臺南現有公司登記呈現逐年遞增趨勢 

觀察近9年(100年至108年)臺灣地區與臺南市之現有公司登記家數及

年增率，均呈現逐年上漲之趨勢，看現有公司登記家數年增率可發現臺南

市(3.22%)高過臺灣地區(2.12%)，在6都直轄市中排名為第二名的城市，

僅略低於臺中市(3.39%)。臺南市現有公司登記家數之行業別，以電力及

燃氣供應業(成長率約384.09%)及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成長率約

139.86%)成長較多。 

 

二、臺南現有商業登記呈現逐年遞增趨勢。 

觀察近9年(100年至108年)臺灣地區與臺南市之現有商業登記家數及

年增率，均呈現逐年上漲之趨勢，看現有商業登記家數年增率可發現臺南

市(2.60%)高過臺灣地區(1.72%)，在6都直轄市中排名為第二名的城市，

僅略低於桃園市(3.25%)。臺南市現有商業登記家數之行業別，以農、林、

漁、牧業(成長率約138.58%)、電力及燃氣供應業(成長率約152.38%)及

教育服務業(成長率約400.00%)成長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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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南工廠新登記呈現逐年遞增趨勢 

近9年(100年至108年)臺灣地區與臺南市之工廠新登記家數及年增

率，均呈現逐年上漲之趨勢，可發現臺南市(4.86%)高過臺灣地區

(1.98%)，在6都直轄市中排名為第二名的城市，僅低於高雄市(6.33%)。 

 

四、臺南市投資案件統計 

在本府各局處協力合作下，108年1月至109年4月新增403家投資

案，吸引451.78億元投資額，創造528.88億元產值，可增加10,183個就

業機會。另每月市長親自召開投資會報，對投資本市各項計畫案強化服務

協助廠商排除投資障礙，要求各權管機關主動關懷、跟催、協助與橫向聯

繫，截至109年4月總計列管2億元以上重大投資案92案，投資額達2,884

億元。 

 

五、臺南雙引擎計畫 

在市長黃偉哲打造產經重鎮施政主軸下，以南科、沙崙智慧綠能科學

城雙引擎為核心，帶動衛星工廠投資台南，帶動整體供應鏈升級，並促進

產業供應鏈聚集，促進本市相關產業快速發展，營造臺南市成為文化、科

技有競爭力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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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參考資料 

1. 經濟部統計處-統計指標簡易查詢

(https://dmz26.moea.gov.tw/GMWeb/common/CommonQuery.aspx)

查詢各項資料。 

2.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https://economic.tainan.gov.tw/News.aspx?n=5149&sms=10085)。 

3. 科技部統計資料庫

(https://wsts.most.gov.tw/stsweb/sciencepark/SciencePark.aspx?langu

age=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