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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第3804次會議

因應疫情新一波振興作為

國家發展委員會

報告人：經濟發展處 吳處長明蕙

2022 年 5 月 26 日



2

紓困執行成果(截至2022年5月25日)

紓困1.0-3.0 (2020) 紓困4.0 (2021)

527.5萬人 1467.9億元 現金紓困 983.7萬人 1786.2億元

415.9萬人 699.2億元 個人紓困 877.8萬人 1309.2億元

111.6萬人
(13.2萬家廠商) 768.7億元 企業紓困 105.9萬人

(27.9萬家廠商) 476.9億元

143.8萬戶 3.5兆元 紓困貸款 107.7萬戶 1.86兆元

704.5萬
(人、家、戶、輛)

638.7億元 減免負擔 1053.3萬
(人、家、戶、輛)

139.7億元



7,916 

31,816 
27,085 

13,303 

6,463 

17.7 

-22.8 

-8.2 
0.2 2.0 3.1 1.2 

%

2.0 
-3.5 

-10.2 

-5.7 

2.8 
8.2 

2.7 1.4 

%

2020年振興成效

零售業營業額 餐飲業營業額

註：上述零售及餐飲數字均為年增率。 資料來源：經濟部、勞動部。

減班休息人數

2020年 4月 7月 12月 2020年 4月 7月 12月 2020年 7月 12月

 內需的零售業、餐飲業營業額顯著回溫，均從2020年2-6月的負成長，自
7月起轉為正成長，顯示三倍券確實激勵民間消費動能。

 實施減班休息人數亦由6月底的31,816人，大幅降至12月底的6,463人。

2020年7月15日起啟動振興三倍券，2020年12月31日使用截止，超過 2,332萬人領取，
占符合領取資格民眾近 99%，兌領約 1億9,278萬張，總金額逾 642.89億元。

振興措施

2020年Q4
2.2%

2020年Q4
1.2%

2020年12月
6,463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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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振興成效
2021年10月發行振興五倍券，2022年4月30日使用截止，領用人數超過2,345萬人，占
符合領取資格人數98.85% 。截至2022年5月24日，已兌領約 1億9,023萬張，總金額逾
95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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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營業額

註：上述零售及餐飲數字均為年增率。 資料來源：經濟部、勞動部。

減班休息人數 2022年3月
15,551人

2022年Q1 
5.0%

2022年Q1 
4.1%

餐飲業營業額

 振興五倍券發揮點火效益，以及各部會加碼券等刺激消費措施，明顯帶動
內需回溫，餐飲業去年10月營業額終止連續五個月負成長，零售業去年10
月與11月及今年1月更創下歷年單月新高。

 減班休息人數亦由去年8月的58,731人，大幅降至今年1月的11,247人。

振興措施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考量4月餐飲數據為負成長，故振興成效僅更新至2022Q1(3月)**4月零售年增率4.7% 4月餐飲-5.8%  4月減班休息人數14,805人( 最新5月24日  15,781人 )相關數據已存於圖片中，若有需要更新可直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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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疫情影響層面與過去不同
2020年第2季
 國外疫情嚴峻

主要為傳統
製造業

 內需消費也受衝擊

 受邊境管制衝擊的
相關行業，如旅行、
航空…等。

2021年第2季
三級警戒
內需消費產業

衝擊嚴重(禁止內
用、關閉休閒娛樂
場所等)

 受邊境管制衝擊的
相關行業。

 製造業因全球復甦、
新興科技持續成長。

原因

衝擊
層面

2022年第2季
與疫情共存

內 需 消 費 產 業
難免受影響(自主
減少內 用、 聚 餐、群
聚)，惟非全面性

 受邊境管制衝擊的
相關行業。

 製造業持續成長。

減班休息
人數

3.1萬人
(2020.6)

5.9萬人
(2021.8)

1.6萬人
(2022.5.24)

紓困振興實施前，減班休息人數一度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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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相關措施 受惠人數 經費 經費來源

助產業/護
勞工

 受影響產業
 餐飲業、服務業(會展、機場商業服務設

施業及小三通相關業者、藝文產業等)、
運輸業(航空業者、國道及公路客運業等)、
觀光業

 協助勞工
 減班休息勞工、失業勞工等

6.6萬家(件、項)

7.3萬輛
20萬人

31萬人

164.9億元

167.8億元

特別預算、
公務預算(交通部機場商

業服務設施及航空業者補貼)、

勞動部就安基金

減負擔

 租金、權利金等減收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國有公用及國營事業經管不動產
 減徵稅負(關鍵原物料)
 桶裝瓦斯凍漲

25萬家(件、戶、項)

--
--

減收8.2億元

減收93.3億元

吸收31.2億元

--

穩金流
 延長貸款方案
 展延個人債務協處機制

-- 12.9億元
(利息補助)

特別預算、
公務預算、
(交通部觀光基金…)

合計 89.9萬人(家、
件、戶、輛、項)

345.6億元
減收101.5億元
吸收31.2億元

2022振興措施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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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象 內 容
預計

受惠人數 所需經費

餐飲業 補助業者規劃行銷方案
 申請期程為2022年5月16日至6

月15日，一律採線上申請。

 依業者規劃行銷方案所需經費提
供50%補助。開立統一發票的業者，
單一稅籍登記之補助金額以10萬元
為上限；免開統一發票之小規模店
家，補助金額以2萬元為上限。

52,000家 36.25億元
(經濟部)

會展產業 展覽補助
 針 對 國 內 展 覽 活 動 之 主 辦 單 位 於

2022年1月至12月所辦理之國際及
國內展覽予以補助。

198項 2.82億元
(經濟部)

助產業(1/4)

7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經濟部V4)餐飲家數：55,200=31,200+24,000會展項數：56+14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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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象 內 容
預計

受惠人數 所需經費

機場商業
服務設施

業者

延長補貼房屋、土地租金及權利金
 補助期間為2022年7月至12月，免申

請，依客運(架次)量減少比例分級給予
補貼。

189家 26.7億元
(交通部公務預算)

(交通部)

航空業者 延長補貼降落費、停留費及土地房
屋費等
 補助期間為2022年7月至12月，免申請，

依客運(架次)量減少比例分級給予補貼。

147家 23.64億元
(交通部公務預算)

(交通部)

助產業(2/4)

8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機場商業服務設施業者：137+52航空業者：55+11+4+4+6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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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象 內 容
預計

受惠人數 所需經費

國際機場
及小三通
服務業者

營運補助
 國際機場商業設施服務業和小三通之船

舶運送業、代理業及商業設施服務業等

 補助期間為2022年7月至12月。

83家 10.52億元
(交通部)

觀光產業 旅行業者團體旅遊、自由行旅客、
觀光遊樂業等獎勵振興措施
 補助期間分二階段，第一階段自2022

年9月1日起至10月31日止，第二階段
自2022年1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12,125家
72,800車次

55億元
(交通部)

助產業(3/4)

9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國際機場和小三通：31+392+7+7+17+10+6+5觀光產業：業者2,600+9,5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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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象 內 容
預計

受惠人數 所需經費

國道及公路
客運業

國道及公路客運振興補助 46家 5億元
(交通部)

藝文產業 表演藝術事業營運補助、臺北國
際書展補貼
 表 演 藝術 事業營 運 補 助申請期程自

2022年5月16日至7月15日止，採線
上申請。

 提供台北國際書展入場觀眾限量20萬
張100元購書抵用券，鼓勵民眾購書、
刺激買氣。

1,250家
20萬人

5億元
(文化部)

助產業(4/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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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上述措施均配合延長至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施行期間屆滿為止。

2. 受惠人數及經費係自今年7月1日至明年6月30日止。

對 象 內 容
預計

受惠人數 所需經費

減班休息
勞工

持續辦理「充電再出發訓練計畫」、
「安心就業計畫」

8萬4,800人 62.37億元
(就安基金)
(勞動部)

青年
(15-29歲)

1. 持續辦理「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
及學習獎勵金」、「青年就業旗
艦計畫」

2. 推動「青年就業獎勵」、「應屆
畢業青年尋職津貼計畫」

15萬人 42.1億元
(就安基金)
(勞動部)

公法救助 持續辦理「安心即時上工計畫」、
「民間團體即時上工計畫」

4萬4,374人 50.4億元
(就安基金)
(勞動部)

失業勞工 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媒合雇主及失業
勞工，若持續雇用滿30天，則發給
雙方獎助津貼。

3萬1,000人 12.89億元
(就安基金)
(勞動部)

護勞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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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負擔(1/3)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租金減收2成措施，減收延長期間至2022年12月31日止。
 國有公用及國營事業經管不動產紓困措施，原則由各管理或法規主管機關本

權責自行斟酌租金紓困措施。

對 象 內 容
預計

受惠人數 減收經費

承租國有非
公用不動產

者

租金減免 (延長)
 出租租金、委託經營經營權利

金、設定地上權地租減收2成
 延長至2022年12月31日

約20萬戶(件、家)
(租金約19.8萬餘戶)

(經營權利金約405件)
(設定地上權地租約2,793戶)

3.76億元
(租金3.16億元)

(經營權利金750萬元)

(設定地上權地租0.525億元)

(財政部)

承租國有公
用及國營事
業不動產者

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
 民間承租國營事業土地房舍

者，租金減收20%至年底

約1.45萬件 3億元
(經濟部)

財政部所屬國營事業
 民間承租國營事業土地房舍

者，租金減收20%至年底

1,966戶 7,381萬元
(財政部)

退輔會所屬醫療機構
 減收權利金、租金至年底

12家 725萬元
(退輔會)

原民會國有原住民留地
 減租20%至年底

1.3萬人(戶) 917萬元
(原民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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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負擔(2/3)

對 象 內 容
預計

受惠人數 減收經費

承租國有公
用及國營事
業不動產者

產業園區
 相關部會所轄產業園區採租金

減半或緩繳，延長至2022年
12月31日

 工業區及林口、亞灣新創育成
中心租金減半，2022年下半
年實施

約817家
(屏東農業生物科技
園區103家；科學園
區服務業17家及新

創業者367家；工業
區22家；林口新創

業308家)

3,540萬元
(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
區425萬元；科學園區
服務業824萬元及新創
業1,023萬元；工業區
328萬元、林口新創業

940萬元)
(農委會、科技部、經

濟部等)

休閒、娛樂相關用地
 森林遊樂區或林業文化園區等
 漁港、魚貨直銷中心等
 國道服務處權利金減收(註)
 退輔會所屬農場租金減收2成

(2022年下半年實施)

約2萬餘家(者)
(森林遊樂區或林業文

化園區約2萬人、漁港

約8家、6家區漁會含

806家攤商、農場5家)

1,981萬元
(森林遊樂區等861萬

元、漁港250萬元、區

漁會525萬元、農場

345萬元)

(農委會、退輔會)

註：國道服務處權利金的減收經費，未納入總計的減收經費。
13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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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波分別於去年12月、今年2月及3月實施)

減負擔(3/3)

對 象 內 容 減(吸)收經費

減輕業者經營
成本與民眾生
活負擔

減徵關鍵原物料稅負延至9月底
為減輕業者營運壓力，穩定民生物資價格，針對關鍵

原物料實施第四波(註)減徵措施，由本年6月底延長至9月
底
 營業稅：免徵進口黃豆、小麥、玉米營業稅 。
 關稅：免徵小麥進口關稅；牛肉、奶油、無水奶油、

烘焙用奶粉等進口關稅減半。
 貨物稅：水泥(卜特蘭一型)貨物稅減半；汽油貨物稅減

徵2元 /公升 、柴油貨物稅減徵1.5元 /公升 。

93.3億元
(財政部、經濟部、

農委會)

桶裝瓦斯凍漲至9月底
 為照顧民眾生活，桶裝瓦斯價格凍漲措施由本年6月底

延長至9月底

31.2億元
(經濟部)

註：前三波係分別於去年11月30日、本年2月6日及本年3月28日對外公布減徵措施。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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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金流
對 象 內 容 所需經費

受影響
企業

紓困振興貸款 (延長)
 營業額下降15%之中小企業及非中小企業。
 提供舊貸展延、營運資金貸款、振興貸款。
 延長至2022年12月31日。

12.5億元
(經濟部)

個人
信用卡及個人貸款債務協處機制 (延長)
 個人信用卡帳單及貸款緩繳3至6個月
 延長至2023年6月30日。

無需經費
(金管會)

觀光業者
觀光產業貸款利息補貼
 維持申請貸款期限至2022年12月31日。
 周轉金利息補貼由2年延長為3年。

2,000萬元
(觀光發展基金)

(交通部)

大型
藝文事業

大型藝文事業紓困貸款利息補貼 (延長)
 延長至2023年6月30日。

898萬元
(文化部)

演藝團體 演藝團體紓困貸款與利息補貼(延長)
 延長至2023年6月30日。

1,500萬元
(文化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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