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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院長、蔡副院長、各位委員先進： 

貴院第 9 屆第 7 會期今天開議，貞昌應邀率

同行政團隊到貴院作施政方針報告，備感榮幸。

貞昌謹先向各位拜個晚年，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闔家平安，也祈求這一年，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今（108）年 1 月 14 日，貞昌時隔 13 年後，

因緣際會再次承擔重責大任，對於還能再次為民

服務，我心中只有對人民的責任，以及對臺灣的

熱愛。感謝賴前院長一年多來，全力推動政務，

開展改革，新的內閣將在賴院長所建立的紮實根

基上，快速回應民意，做出成績。 

行政團隊將以「簡政便民」為施政理念，爾

後所有政策推行，都將從民眾的角度出發，少一

些框架，讓民眾多一分便利。 

例如，過去為了達到國際洗錢防制標準，以

及關懷民眾免被詐騙，在匯款方面做了加嚴查核

措施，造成民眾不便，經檢討後，我們已自 1 月

下旬起放寬部分不必要的重複核對身分作業。又

如，空污法去（107）年 8 月 1 日修正公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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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曾依該法授權提出大型柴油車加嚴排放

標準及淘汰時限，現經檢討，將在維持既有空污

減量目標下，不訂定實施年期，改以多元措施鼓

勵及補助老舊車輛汰舊換新。 

貞昌將嚴格要求，今後的政府必須是「接地

氣」、「會做事」的團隊，以執行力加速利民便

民，以行動力解決民眾關心問題；我們要讓人民

知道政府就在身邊，在第一時間讓民眾瞭解政府

為大家做了甚麼。 

日前，本院已將施政方針書面報告送達貴院，

敬請參閱。今天謹就以下相關面向，向貴院報告。 

安心生活 

「不能讓人民安居樂業，是政府的恥辱」。

這是 13 年前，貞昌在這裡第一次作施政報告時

的宣示，也是從事公職以來，念茲在茲的承諾。 

治安是民心安定最重要的基石，毒品防制是

改善治安的首要工作，政府要將打擊毒品放在優

先，讓年輕人遠離毒害，讓臺灣的毒品問題大幅

獲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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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配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新制施行及

「毒品防制基金」的運作，我要求相關單位必須

動起來，跨部門綿密合作，強力執行掃毒、緝毒，

溯源斷根，並促進全民反毒，阻絕毒品入侵社區

及校園。 

上個月發生多起兒少受虐案件，政府將扛起

責任，充實社福中心與社工人力，完備兒少保護

三級預防措施，鼓勵國人通報，及早介入，提供

兒童周全保護。我們也已在「中華民國刑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增訂處罰凌虐幼童致死、致重傷

的加重結果犯，以嚴懲施暴者，敬請貴院早日完

成審議。 

有鑑於酒駕導致無辜死傷與無數家庭破碎，

為防制酒駕肇事，確保國人安全，政府將嚴格執

行酒駕查緝，並儘速研擬朝酒駕致人於死，等同

故意殺人方向修法，絕不寬貸。另，也將研提更

有效達到事先防止酒駕者上路的行政作為，強化

拒絕酒測的行政制裁強度，對於臨檢或查獲酒駕

者，立刻扣車，若構成刑責，儘速移送法辦，並

向法院聲請宣告沒收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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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豬瘟不容輕忽，防疫就是作戰，我已召

集 14 個部會首長進行任務指示，要求部會首長

督導所屬機關落實各項防疫工作，並自上任第一

天即指示，針對疫區入境旅客手提行李要達到百

分百全面查驗，要人給人，要裝備給裝備，以補

足查驗所需機具與人力；對於無視我國防疫政策

仍違法攜帶豬肉製品入境的外國旅客，落實裁罰，

且未繳清罰款不准入境；也要求各地廚餘養豬場

應向環保機關完成蒸煮設備檢核或改採飼料餵

養，並提前規劃一旦疫情發生，廚餘去化處理的

短、中、長期計畫，希望國人同胞、相關業者共

同與政府一起來守護臺灣養豬產業。 

為讓民眾吃得安心，政府會落實「食安五環」，

並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在地食材，目前全國 22 縣

市皆已參與，約有 3,370 所公立國中小學校、186

萬名學生受惠。「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已

於今年 1 月 16 日公布，會擴大列管具食安風險

疑慮的化學物質，從源頭控管防堵流入食品供應

鏈，為國人的食品安全層層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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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第一 

經濟是臺灣生存的命脈，也是人民生活的根

本，面對美中貿易衝突的全球經濟變局，增進「投

資」與「消費」，以有效提振內需，是讓國內經濟

成長的重要關鍵。 

我們正加速推動「五加二」產業創新及前瞻

基礎建設計畫，透過政府投資，帶動民間投資，

並協助企業排除各項投資障礙；也將透過稅制優

化，減輕民眾負擔，再經由鼓勵國內旅遊、補助

國人購置節能設備與車輛汰舊換新等措施，活絡

國內消費。 

為吸引臺商回流，政府推動「歡迎台商回台

投資行動方案」，以企業需求為導向，整合土地、

水電、人力、稅務與資金等政策措施，提供客製

化單一窗口服務。截至目前，經濟部已核准 6 案，

合計總投資金額超過 234 億元，可創造 3,000 個

就業機會，預估還有 34 家臺商評估遞案申請。

也正研擬制定促進海外資金回國投資的相關法

案，吸引臺商回臺投資，投入策略性產業，促進

國內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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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臺灣，目前已獲得國內大廠積極回應，

包含台積電、華邦電、日月光、力晶等，都加碼

投資設廠，帶來大量就業機會；臺灣所具備的研

發人才，也讓許多國際大廠，包括微軟、Google、

IBM、思科等，宣布來臺投資計畫，設立創新研

發中心或資料中心，這不僅代表其看好臺灣未來，

也象徵對臺灣民主法治與資安環境的信任及肯

定。 

此外，臺灣去年農產品外銷出口金額達 54.7

億美元，不僅創下二十年來新高，出口到中國的

金額達 12.7 億美元，成長 23％，也創新高，而

銷售至新南向國家中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也都

各增加約 18％。未來我們也將持續開拓其他新興

市場，全力協助農民行銷農產品。 

為落實非核家園，政府會加速推動再生能源，

在離岸風力發電計畫上，經濟部去年已完成離岸

風場遴選與競價招商作業，今年 1 月底公布 108 

年太陽能、離岸風電躉購費率方案後，產業公協

會多予肯定，而在政府結合產業共同努力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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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建立國內再生能源的完整產業鏈，也會吸引

更多跨國企業投資臺灣綠電市場。 

為發展下一代產業及讓年輕人實現夢想，政

府正推動「優化新創事業投資環境行動方案」，協

助年輕人創新創業；也將落實「數位國家．創新

經濟發展方案」，運用人工智慧、大數據、物聯網

等，帶動產業升級與技術創新，預計於 2020 年

完成第一階段 5G 頻譜釋出，與國際同步進入 5G

世代，以大大提升民眾生活品質。此外，行政院

已將今年訂為「地方創生元年」，讓地方在政府的

協助下，善用資源，形成在地產業，有自己驕傲

的特色，生根發展，自給自足，不僅讓在地人有

工作，也讓青年能返鄉，並成為大家的新故鄉。 

壯大文化 

重視文化，是國家進步的象徵。在本院與貴

院共同支持下，108 年文化部主管預算較去年成

長約 11%，若加計 108 年度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

別預算，成長幅度更達 23%。 

為推動文化平權，「國家語言發展法」已於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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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9日公布施行，讓臺灣各族群的自然語言，

都能平等的復振與發展；另，今年政府也以專案

預算補助設立臺語頻道，預計於年中開播。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於去年 10月 13日

正式開幕營運，加上臺北國家兩廳院、臺中歌劇

院，北中南三大國家級表演藝術場館已然成形，

有助均衡區域藝文發展。未來，我們將積極完成

北部流行音樂中心、高雄海洋流行音樂中心、臺

中國家漫畫博物館等文化設施，讓臺灣文化持續

扎根發聲。 

此外，「文化內容策進院設置條例」已於今年

1 月 9 日公布，我也核定啟動文策院相關作業，

未來，我們將以國家隊的概念，形塑國家文化品

牌，拓展國內外通路，壯大臺灣軟實力，讓世界

知道臺灣，讓臺灣影響世界。 

另，「再造歷史現場計畫」過去 2 年已投入

47 億餘元，輔導 19 個縣市政府提出 29 案計畫，

突破過去單點、單棟、片段的文化資產保存，以

軟體帶動硬體，以文化治理帶動城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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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持續推動「浪漫臺三線」，結合客家文

藝復興與產業再造，吸引青年返鄉，振興客庄經

濟；另，也將持續強化對於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的傳承與發展、原鄉產業發展及聚落營造、原鄉

數位落差的弭平等工作。 

弱勢優先 

政府有責任讓每位弱勢者得到安定的生活

保障。為維持老年人的生活品質，我們將滾動檢

討長照 2.0 的執行成效，加速布建長照資源，提

升長照機構照護的安全與品質；我們也就傳統金

融服務容易忽視的農村、偏鄉地區與高齡者及弱

勢群體，提供普惠金融服務，例如，「以房養老」

措施，核貸件數已由 105 年的 1,200 餘件，成長

到去年已達 3 千餘件。 

為照顧弱勢家庭與學生衣食溫飽，行政院每

年匡列 21 億元補助弱勢學童午餐，衛福部也結

合民間團體推動實物給付服務，在全臺成立 200

多個食物銀行，把愛心與資源分享給需要協助的

家庭與學童。去年 9 月起，我們也推動就學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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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緩措施，大幅減輕社會新鮮人學貸還款負擔，

受惠人數達 50 萬名以上。 

為解決青年與弱勢族群的居住，106 年已完

成「住宅法」大幅修正，可建立穩定推動社會住

宅機制；我們也在盤點區位適合的國有、國營事

業、警消單位、產業園區的土地及閒置房舍，運

用多元方式興辦社會住宅。截至去年底止，已完

工、興建及規劃中的社會住宅，合計約 5 萬 1 千

餘戶。 

另，為改善整體居住環境，今年 1 月 30 日

修正公布的「都市更新條例」，我們會加速訂定相

關子法，配合「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

條例」的施行，以及已成立的「國家住宅及都市

更新中心」，促使都更有效推展，加速城市再生。 

為保障勞工基本生活，減輕薪資所得者及育

兒家庭稅負，自今年元旦起，勞工基本工資已調

升至 2 萬 3,100 元，每小時基本工資調升至 150

元；另，也調高綜合所得稅 4 項扣除額，自今年

5月報稅時即可適用，將有逾 542萬申報戶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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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進農民職業安全保障，完備農民社會保

險制度，農民職災保險於去年 11 月起試辦上路，

讓遭受職業災害的農民及其家屬能獲得適當經

濟補償，預估將有 114 萬農民受惠。 

守護民主 

    基於主權在民的民主真諦，行政院尊重去年

11 月 24 日各項公投的民意結果，並依公投法相

關法定程序予以落實。「廢除電業法第 95 條第 1

項」一案，行政院已於去年 12 月 11 日將「電業

法」第 95 條修正草案，送請貴院審議。 

針對「每年至少降低 1％之方式逐年降低火

力發電廠發電量」一案，未來已沒有新建、擴建

燃煤發電機組的規劃，至於火力發電下降的缺口，

將由綠能替補。政府將以「穩定供電、減少空污、

合理電價」三大原則，達成能源配比最佳化。 

關於婚姻平權法案，行政院將秉持大法官釋

憲精神及遵守公投結果，於公投法所規定時限內，

研提專法送請貴院審議。 

針對「禁止開放日本福島 311 核災相關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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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及食品進口」一案，政府會在確保食品安

全為第一優先及維護國人健康的前提下，進行縝

密的風險評估及溝通，日本政府管制流通的產品，

不會開放進口。對於日本食品管制措施並無時間

表，政府將秉持 WTO 的精神，持續與日本政府

溝通。 

去年多起假訊息引發社會紛擾，不但危害社

會安定，也衝擊國家安全。為兼顧言論自由與社

會秩序，政府有責任針對假訊息即時查證與澄清，

並推動相關修法。行政院已將包括「災害防救法」、

「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等與防制假訊息有關的法

案送請貴院審議，未來也將與社會大眾、第三方

查核組織及平臺業者共同協力，確保公共利益，

鞏固臺灣民主制度。 

    儘管中國不斷透過各種恫嚇與打壓，我國始

終堅定維護兩岸及區域的和平穩定，但國家主權

不容矮化。臺灣是世界不可或缺的一員，我們會

積極整合政府與民間力量，推動踏實外交，強化

國防建設，對外展現臺灣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國

際組織及自我防衛的決心，讓世界支持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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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讓臺灣更好 

 去年，國際情勢遽變，美中貿易衝突升高，

亞太安全頻受挑戰，臺灣的產業、人口結構也面

臨轉變的重要關鍵，唯有朝野團結、中央與地方

合作、政府與民間合作、與國際友我夥伴合作，

才能平息紛擾，開創新局。貞昌將帶領行政團隊，

接地氣，解民怨，務實做事，與民一體，奮力向

前。 

各位委員先進，團結，讓臺灣更好。我懇切

籲請貴我兩院攜手共進，匯聚最大能量，讓臺灣

更好，在世界保有一席之地，守護這片美麗家園，

讓民眾安居樂業，讓世世代代更加幸福快樂！ 

    敬請各位委員先進不吝指教，敬祝大家身體

健康、事事如意。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