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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三季新南向政策執行情形一覽表 

2021年 11月 

 

項目 執行情形 

經貿交流  

貿易1 

2021年 1-9月，我國與新南向國家貿易總額為 1,078.1億美元，年

增率 36.5%，其中我國出口至新南向國家金額為 599.2 億美元，年

增率 36.6%；我國自新南向國家進口金額為 478.9 億美元，年增率

36.5 %。 

投資2 

2021 年 1-9 月，核准(備)對新南向國家投資件數為 97 件，投(增)

資金額計 54.58 億美元，年增 178.27%，其中投資主要集中於新加

坡、越南、泰國等地；核准新南向國家來臺投資件數為 364件，投

(增)資金額計 5.91 億美元，年增 97.87%，投資來源地主要為新加

坡、泰國及澳洲。 

金融支援 

 2021 年 1 月至 9 月輸銀對新南向國家貸款核准額度為新臺幣

213.46億元，保證額度新臺幣 28.75億元，輸出保險承保額度新

臺幣 240.29億元。 

 輸銀建置之「系統、整廠及工程產業輸出聯貸平臺」自 2015年

9 月開辦至 2021 年 9 月底，共辦理新南向國家 203 案，累計貸

款及保證金額新臺幣 206.03億元。 

 本國銀行對新南向政策目標國家之授信，2021 年至 9 月底授信

總餘額新臺幣 1兆 2,234 億元，較上(2020)年底增加新臺幣 294.4 

億元。 

 2021 年於新南向區域海外工程授信案件共 9 件，授信金額約新

臺幣 26.73億元。 

國銀據點 
協助國銀於新南向國家增設據點，截至 2021 年 9 月底計有 235 處

據點。 

新南向國家來 截至 2021 年 9 月底，上市及上櫃之外國公司，其主要營運地在新

                                                 
1資料來源及時間：財政部關務署 2021年 10 月 8日公布 9 月海關進出口統計初步值。 
2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2021 年 10月 22 日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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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上市上櫃 南向國家之公司分別有 10家及 13家。 

三大信保 

 中小信保：自 2017年 5月開辦至 2021年 9月底，共計核准 121

件，融資金額新臺幣 38.56億元，再加上外銷貸款優惠信用保證

方案 3,255件，兩項辦理件數共 3,376件，累計融資金額新臺幣

141.29億元。 

 海外信保：自 2016 年新南向專案開辦累計至 2021 年第三季共

保證 2,144件，融資金額為 9.25億美元。 

 農業信保：自開辦累計至 2021年 9月底止，共計核保 5件，融

資金額新臺幣 1.5億元。 

產業鏈結 

高峰論壇 

2021 年持續與新南向六國包括泰國、印尼、印度、馬來西亞、越

南及菲律賓辦理線上產業鏈結論壇，考量疫情影響，係以實體會議

結合視訊連線辦理，辦理時間分別為：臺越 8/11 與 9/24、臺馬

9/7-9、臺泰 9/14-16、臺印尼 10/12、臺印度 10/27及臺菲 11/3。  

臺灣形象展 

 2021 年臺灣形象展依目標國主要產業需求規劃展出主題，本年

度受疫情影響，均採線上展覽模式。截至 9 月，越南場、馬來

西亞場及泰國場形象展已辦畢，計協助 530 家參展商與逾 600

位買主進行近 2,000場次洽談。 

推動運用創新

科技行銷 

2021 年鎖定新南向數位主題產業商機，遴選通過輔導執行 5 案，

包括：菲律賓「遊戲電競」、新加坡「智慧運動」、澳洲「互動傳播」、

馬來西亞「美學保養」及印尼「食尚餐飲」。續協助 36家中小企業

針對產業特性差異，提供客製化數位創新輔導，以數位科技工具強

化 O2O3國際拓展模式，爭取跨國合作數位商機。 

電子商務 

 臺灣經貿網加強於新南向地區投放數位廣告，增加買主瀏覽效

益，並提供買賣雙方視訊洽談服務加強媒合。2021 年 1 至 9 月

計協助 2萬 1,354家次廠商。 

 持續深耕越南 Tiki、印尼 blibli、泰國 PChome Thai、澳洲 eBay

                                                 
3Online To Offline 是一種電子商務模式，將線上行銷和購買，與線下的經營和消費體驗整合起來。藉由電子優

惠券、提供資訊、服務預訂等方式，把線下商店的消息推送給線上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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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星馬地區 Qoo 10電商平台之臺灣館，協助廠商拓銷新南向重

點市場，協助我商爭取商機；2021 年 1 至 9 月，計協助 115 家

廠商。 

 執行「新南向市場數位廣告行銷」，2021 年 1 至 9 月累計採購

商機 3,952則。 

新創園區 

馬來西亞新創公司 eGG Network於 2021年 4月至林口新創園參訪

後提出進駐申請，目前已通過，惟來臺計畫受疫情影響稍有延後，

後續相關進駐事宜將於疫情趨緩後再行推動。 

清真產業4 

2021 年 1 至 9 月辦理逾 10 項推廣活動，如清真市場說明會/研討

會、線上清真產品臺灣週、與馬來西亞清真發展機構(HDC)及汶萊

東部東協增長區商業委員會等海外機構合作辦理產業研討會等，計

服務 934家廠商媒合商機。 

工程輸出 

2021 年我國電廠、石化、智慧交通 ETC、都會捷運、環保工程及

水資源六大工程輸出團隊及拓點廠商，截至 9 月底，共得標 11 件

標案，總得標金額約新臺幣 113.06億元。 

亞洲‧矽谷 

第 10屆臺印度合作論壇於 7月 29日辦理，就在半導體與物聯網技

術、商業應用、人才培育等領域合作的契機進行線上交流，約 90

位臺印產官學研代表與會。 

人才培育  

學生人數 

2020年新南向國家來臺留學/研習學生共計 55,482人，其中學位生

37,296人，較 2019年之 36,073人增加 3.4%；我國學生赴新南向國

家留學/研習人數為 20,551人，因受疫情影響，較 2019年之 21,718

人減少 5.4%。 

僑外生產學 

合作國際專班 

 教育部辦理「產學合作國際專班5」補助技專校院開設客製化新

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含學位班及非學位班)，106至 109學年

                                                 
4臺灣清真推廣中心：https://thpc.taiwantrade.com/。 
5「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分為學位班及非學位班，學位班共三類，包括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印尼二技 2+I

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及二專長照領域產學合作國際專班；非學位班共二類，包括外國青年短期技術訓練班及

中高階專業技術人才短期訓練班。 

https://thpc.taiwantra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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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共招收 292班、註冊學生數共計 9,858人。另 110學年度已核

定 93班、學生 3,661人(含學位班及非學位班)。 

 僑委會 2021年(第 40期)6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計 9校開班，報到

人數 443 人。2021 年(110 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7計 18

校開班，共計錄取 2,362人，為歷年最高。 

僑外生就業 

媒合 

勞動部 2021年 5月 26日公告 110年僑外生評點配額制受理許可數

額增加為 3,500名。2021年截至 9月底，核准評點配額制初次申請

人數計 2,863名；核准許可人次計 6,507人次。 

青年國際體驗

與學習 

2021 年第 1 次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核定補助 555 人。第 2 次甄選

刻正辦理中，預計於 2021年 11月底公告第 2次審查補助名單。 

充實及培訓 

僑校師資 

 2021年共計核定補助新南向地區僑校教師 86人： 

 補助泰國、緬甸及菲律賓等 3 國、28 所僑校共 60 位我國籍

自聘教師至僑校任教。 

 補助 26位泰、緬地區畢業僑生返回僑居地 12所僑校任教。 

 2021年 1月至 9月辦理「海外華文教師線上遠距研習班」，共計

培訓新南向地區僑校教師 353名。 

新住民 

子女培力 

 職場體驗：2021 年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國際職

場體驗活動停止辦理，但語文增能活動仍持續進行，計 40 名學

生參加第 2階段語文增能活動。 

 文化交流：2021 年新住民子女國際文化交流，囿於疫情，先以

跨國視訊方式進行國際交流，計有 8所高中辦理，展現多元創意

的新形態國際交流。 

 語言學習：2021 年新住民子女海外培力計畫，囿於疫情停辦海

外體驗活動，另於 8 月 28 日辦理線上焦點座談及發表歷屆成果

追蹤分析。 

新南向經貿 

人才儲備專班 

2021 年 4 月起陸續於北中南等地開課，涵蓋東協 6 國及印度等國

家，截至 9月累計培訓 47人次。 

                                                 
6 修業期間為 2021年 4月至 2022年 12月。 
7 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修業期限原則為 7 年(3年高職+4 年科技大學)，學生於第 1年第 1學期會提前於 7 月接

受基礎訓練，正式開課期程則與國內高職及科技大學學期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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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 

經營班 

2021年 1至 9月累計培訓 37場/班次，1,058人次。 

 長期語言班：5個班次、培訓 59位學員。 

 短期講座、語言班：包含國企班新南向講座和東南亞語選修課

程共辦理 32場/班次，999人次參加。 

數位貿易 

人才培訓 

臺灣東協數位貿易人才培訓於 9月 14日至 30日辦理，吸引來自緬

甸、馬來西亞、越南、泰國、菲律賓、印尼及我國之零售、教育服

務、資通訊、消費品製造業、電子製造、紡織等產業領域人員超過

1,200人報名參加；線上課程點閱數約 14,000人次。 

「2021年南島

民族論壇─青

年國際事務人

才培訓計畫」 

臺灣培訓班 

為培育參與國際事務的原住民族青年人才，原民會「國際事務人才

培訓計畫」於 9月赴苗栗縣南庄鄉向天湖部落、鵝公髻部落及石壁

部落開辦賽夏族及泰雅族文化學習課程，並透過討論臺灣原住民族

及南島民族議題促進青年間交流互動。本年度計有 30 名來自全臺

各地原住民族青年及菲律賓、澳洲等 12國青年參訓。 

資源共享  

醫衛合作與 

產業鏈發展 

 迄本年第三季共辦理 77 場線上培訓、視訊會議或專題演講，培

訓 173位醫事人員(來臺受訓 27位，線上培訓 146位)。 

 與印尼合作辦理「新南向登革熱防治交流合作計畫」，以線上圓

桌會議方式辦理登革熱防治高階論壇。 

 與越南合作辦理「新南向結核病防治交流合作計畫」，為因應疫

情影響，規劃設置線上國際教學平臺，以利長遠交流。 

 截至 9月底共向新南向國家申請 6張牙材許可證，其中已分別取

得馬來西亞及越南各 1張牙材許可證，各為 BIoMATE植牙系統

及人工牙根系統。 

 中山醫學大學與越南河內醫學大學於 7月 8日簽署「臺越醫衛人

才培訓」合作備忘錄，以加強雙方醫療保健專業知能技術合作與

學術交流、進行短期或長期人員交換、臺灣提供牙材給越南臨床

試驗使用等，分享我國特殊需求者口腔醫療照護經驗，培訓與布

建種子人才，拓展我國高階牙材行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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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中醫藥研究所研發之抗新冠肺炎中藥「臺灣清冠一號」獲印

度媒體報導及東南亞國家之駐臺辦事處關注並洽談出口事宜。 

國際醫療 
2021 年截至 8 月，國際醫療服務總人次約 18.3 萬人次，新南向國

家病人來臺就醫約 8.8萬人次，占全部國際醫療服務總人次之 48%。 

人道援助 

 我政府 7月續援贈印度 400台製氧機及 100支氧氣鋼瓶。 

 自本年疫情以來，我國捐贈印尼、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越

南、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共計 409 萬片醫療口罩、30 萬片 N95 口

罩、2萬 1千件防護衣，8萬件隔離衣、5台熱像體溫顯示儀、5

套自動化核酸分析儀及 1,010台製氧機。 

農產品貿易 

2021年 1-9月我國與新南向國家農產品貿易金額為 45億美元，年

增 14.1%，其中農產品外銷新南向國家金額為 10 億美元，年增

16.3%，肥料、農藥及農機設備等外銷新南向國家金額約為 1.6 億

美元，年增 45.5%。 

農業職涯探索 

2021 年規劃提供在臺僑外生 200 名於就學期間至鄰近農場、農業

企業機構進行農漁業職涯探索，截至 9 月 30 日計有 132 人參與，

提升雙邊人才資源之互補與合作。 

印尼青農在臺

技術實習計畫 

 第 1 梯次 53 位印尼青農已於 2020 年 9 月 17 日返國，完成第 1

梯次實習計畫。 

 規劃辦理第 2梯次實習計畫，已完成國內實習農場說明會及審查

等前置準備作業，印方則進行第 1梯次計畫執行檢討。受疫情影

響，印尼方尚未回復第 2梯次青農選派情形。 

菲律賓青農 

在臺技術實習 

計畫 

菲青年農民 29人於 10月 2日抵臺進行實習，學習有機蔬菜種植、

種苗栽培管理及畜牧飼養等，正式啟動此合作訓練計畫。 

臺印尼農業 

綜合示範區 

 2018 年 6 月簽署臺印尼綜合農業示範區行動計畫，為期 3 年，

已完成 4座小型攔水堰及 500公頃灌區供水、輔導示範區 5村合

計 500公頃水稻栽培管理、建立種鴨中心、改善鴨隻飼養管理、

建立鄉村農民組織、輔導蔬菜試種、辦理講習訓練及協助建置溫

室、集貨場及訓練中心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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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持續達成示範區計畫目標，2021年 4月 12日召開視訊會議確

認行動計劃展延至 2022年 12月 31日。 

臺菲洋菇生產

示範農場 

2021 年第一季推動第 4 輪試種，第二、三季菲方已獨立操作洋菇

種植事宜，我方專家續以視訊及電郵等方式提供專業技術諮詢，並

協助菌種外銷之商機媒合事宜。 

臺越農業 

示範區 

 2019 年 4 月與越南隆安省農業暨農村發展廳簽署「推動水稻與

果樹種苗繁殖生產示範中心」合作協議；我方水稻專家及果樹

專家則於 2019年 12月赴越南隆安省進行現地指導事宜。 

 本示範區目前由隆安省專家維持營運，待疫情緩解，我方專家

將至現地指導網室內部建構及啟動運作等，另規劃於 2021年透

過視訊方式召開雙方技術交流會議。 

舉辦「2021臺

灣海洋治理國

際研討會」 

海洋委員會與美國在臺協會高雄分處於 9 月 23 日合作舉辦「2021

臺灣海洋治理國際研討會」線上視訊活動，本活動計有來自菲律賓

及越南等 14 國超過 200 餘人參加。該活動蒐整國內外海洋相關領

域研究最新資訊及發展趨勢，促進我國產、官、學、研與美國及新

南向國家等在海洋法政、教育、科學研究、海域安全、生態保育、

海洋資源永續利用及海洋環境工程等領域專家學者互動交流，並就

未來海洋治理政策提供建議方向。 

觀光 

 「精準客源開拓計畫」：於 7-9 月針對新南向主要目標市場刊登

主題旅遊廣告 1項(於新加坡地鐵刊登自行車旅遊燈箱廣告)、辦

理線上活動 19場(於星、馬、泰、越、菲及印尼等國透過社群平

臺辦理線上活動，推廣美食、華語教學、留遊學及臺灣旅遊經

驗分享等)、辦理異業合作推廣活動 6場(分別於紐西蘭及馬來西

亞辦理) 

 「特定客群開發計畫」：為疫後爭取新南向廣大穆斯林客源，辦

理穆斯林友善旅遊環境輔導說明並運用網路平臺曝光臺灣友善

環境，於 9 月在臺中辦理「輔導建置友善穆斯林設施暨實作參

訪說明會」及「穆斯林餐旅輔導認證說明會暨實作參訪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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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1場。 

科技交流 

 「智慧災防新南向」計畫： 

 9 月由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NCREE)與泰國亞洲理工學院

(AIT)及吞武里國王理工大學(KMUTT)共同辦理建築結構耐

震補強工作坊，推廣相關耐震補強技術至泰國工程產業。 

 9 月由中央大學與新加坡地球科學觀測中心 (Research 

Associate Phyo Maung Maung)透過線上模式商討共同利用緬

甸地區強震資料評估強地動衰減式。 

 「人文社會科學新南向」：以線上模式辦理與新南向夥伴國人文

相關議題之學術演講與對談，1至 9月共計 883人次參與，另外

共計出版 3 本8新南向專書，以多元模式深化跨國人文素養與互

信基礎。 

 「新南向國家人才延攬」：1 至 9 月共計延攬新南向國家之博士

級科技人才 500名參與專題研究計畫9。 

 「設置海外科學研究與技術創新中心」：1 月至 9 月底共計簽署

12件合作備忘錄10，培訓人才 4,227人次，延攬人才 385人次，

舉辦 336 場會議活動，執行移地研究 3 人次11，以及推動 50 件

國際合作計畫12。 

文化交流 
大型展會交流： 

 輔導我國片商攜帶電影作品及企劃案共計 198 部次與新南向地

                                                 
8 3 本專書分別為：1.《風之帝國：全球貿易的關鍵地帶，海洋亞洲的盛世繁華》菲利浦·鮑靈（Philip Bowring）  

 （聯經出版公司，2021.02.04）。2.《口袋裡的家國：歌曲、郵票、錢幣中的國族認同》麥留芳（時報出版，

2021.02.23）。3.《神婆的歡喜生活》努努伊·茵·瓦著，罕麗姝譯（時報出版，2021.09.03）。 
9 因應新冠疫情，科技部已於 2021年 3 月 22日函送各申請機構「科技部科研人才國際交流、延攬及研究(習)

補助案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處理原則」，依規定符合延攬事由者，得提出變更執行方式，在國外以視

訊進行科技研究計畫或特殊領域教學。 
10 於第三季新增的 6 項 MOU 分別為：1.臺新老化暨癌症海外科研中心維運計畫促成中醫大與新加坡 Si En 

Medicare+ Group 簽訂合作備忘錄。2.臺新老化暨癌症海外科研中心維運計畫促成中醫大與新加坡 Si En TCM 

Medical Clinic Pte Ltd 簽訂合作備忘錄。3.臺柬醫療海外科研中心維運計畫與杏翔股份有限公司簽署合作備忘

錄。4.臺泰潔淨水質與能源鏈結海外科研中心與柬埔寨皇家科學院（Royal Academy of Cambodia, RAC)簽訂學術

合作協議(MoU)。5.臺印度人工智慧海外科研中心維運計畫與印度最大產業聯盟「印度國家軟體與服務公司行

業協會（NASSCOM）」進行簽約記者會。6.臺印尼循環經濟與綠色創新資源海外科研中心與印尼姐妹校泗水理

工大學(Institut Teknologi Sepuluh Nopember)簽署合作協議。 
11 3 位研究人員皆於今年 1月前往海外合作機構，目前仍於當地持續進行研究。 
12 50 件國際合作計畫中，合作國分別為馬來西亞(16 件)、越南(10 件)、斯里蘭卡(6 件)、柬埔寨(6 件)、泰國(5

件)、印度(5 件)、印尼(1件)及菲律賓(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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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執行情形 

區買家接觸，參展作品中《消失的情人節》、《無聲》、《角頭-浪

流連》、《跟你老婆去旅行》、《我沒有談的那場戀愛》、《緝魂》

等作品，業銷售版權至新南向國家。 

國際文化交流： 

 持續辦理「東南亞地區與臺灣文化交流合作」、「亞西及南亞地

區與臺灣文化交流合作」以及「臺灣青年文化園丁隊」等 3 項

合作計畫，預計補助 9組藝文團隊進行雙向文化交流。 

推辦亞太地區據點年度計畫： 

 於 8月 25日至 9月 2日，與東南亞短片協會合辦「2021東南亞

短片節臺馬交流活動」，線上播映臺灣 4部金穗獎短片。 

 於 9月 15日《2021 TAGCC馬來西亞玩具動漫節－臺馬國際漫

畫週》開展，活動以線上影片方式導覽實體展區，推廣來自臺

馬兩國多元創新的漫畫軟實力。 

 於 9 月 16 日至 9 月 18 日與泰國暹羅博物館共同辦理「2021 年

泰國博物館論壇（Museum Forum 2021）」，以線上論壇方式探討

高齡化社會下博物館角色定位。 

區域鏈結  

非政府組織 

持續邀請文化部「東南亞事務諮詢委員會」委員提報與臺灣主題相

關交流計畫。本年計有 5項計畫獲選，包括線上駐村、線上展演、

專題研究、田野訪查及出版等 5項計畫，交流國家更擴及泰國、越

南、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紐西蘭及澳洲等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