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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

108 年 2 月 21日

進度及成果

行政院第3641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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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

以3大策略6項作法推動2大願景達成「提高中小企業數位能力」及「整廠整線輸出國外」目標

2大願景

3大策略X6大推動作法

智機產業化

發展智慧機械解決方案

建立智慧機械產業之生態體系

產業智機化

篩選重點產業

應用解決方案，協助導入智慧生產

提高中小企業
數位能力

整廠整線
輸出國外達

成

2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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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結合都市發展規劃，建置智慧製造試營運場域、豐洲二期園區及水湳會展中
心。

目前推動成果

一、連結在地：打造智慧機械之都

總面積55.68公頃，產業

用 地 33.44 公 頃 。 已 於

107年11月通過環評。

Â自 107 年 9 月 掛 牌 啟 用 ， 已 超 過
1,400家廠商，計3,800人次參訪。

Â扮演國內智慧製造規劃中心，向業
界展示國產化設備工業4.0應用全貌。

Â推動國際系統大廠(達梭、三菱等)
進駐，與國內團隊合作推廣智能化
整合技術。

全國產化打樣中心
1.智慧製造試營運場域

神岡豐洲科技
工業園區第二期

智慧機械產業群聚
2. 智慧機械園區(豐洲二期)

提供大型經貿展覽及會議
所需，強化國際接軌，東
側 (臺 中 市 政 府 )， 預 計
111年完工。

智慧機械在地展覽
3. 水湳國際會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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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連結未來：提高中小企業數位化能力→推動智慧機上盒(SMB)

Â 去(107)年完成61案，促成1,300台設備聯網(導入國內8類產業)。

Â 今年目標1,500台。

FY107受輔導業者分布(依產業別分布) FY107受輔導業者分布(依縣市別分布)

目前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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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連結國際：強化與歐美日技術合作

Â藉由試營運場域平台，並邀請歐美日工業4.0先進大廠，展示其智慧製造技術能力。
Â供國內業者依實際需求挑選最合適之解決方案，加速台灣智慧製造升級轉型。

目前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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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規劃智慧機械投資抵減，爭取立法通過

目前推動成果

辦理進度

行政院審議通過：行政
院於107.12.20第3631
次會議討論通過，於
107.12.24函送立法院
審議。

申請程序

抵減上限

施行期間

抵減率

訂
定
重
點

3̧+1 年

智̧慧機械：108.1.1～110.12.31

¸投資支出達NT＄100萬元
¸提出投資計畫
¸同一課稅年度以申請一次為限

採取二擇一方式：
u當年全部抵減完畢，抵減率為5%；
v3年內分次抵減，抵減率下降至3%。

¸每一筆適用投資抵減之支出金額不
得超過NT＄10億元；
¸抵減稅額以不超過當年度應納營利

事業所得稅額30% 為限。

本案適用於農業、工業及服務業等各行業，俟立法通過後，追溯至108.1.1起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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