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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北北桃合作交流平臺第 2 次市長層級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3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1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台北晶華酒店 3 樓宴會廳 

參、會議主席：臺北市政府 蔣萬安市長 

            基隆市政府 謝國樑市長 

            桃園市政府 張善政市長 

            新北市政府 侯友宜市長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伍、紀錄：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林曉玲約聘企劃師 

陸、主席致詞：略 

柒、幕僚單位及議題小組報告：洽悉 

捌、主席結論與指示（蔣萬安市長代表） 

一、請各議題小組依「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共同議題 8 項合作方案之期程及

計畫內容，持續積極推動辦理，並請於下次副市長層級會議提出階段性成

果報告。 

二、有關 113 年 2 月 20 日新北市深坑區火災濃煙，擴散至臺北市多個行政區

一案，感謝災防組迅速修正現有 SOP，因應未來可能災害盤點需跨域通

報事件類型，優化 4 市跨域橫向聯繫通報機制，請持續推動本項合作方

案，同時於下次副市長層級會議提出階段性成果報告。 

三、請衛生社福組針對 7＋1 兒童守護計畫之具體執行方向，即刻進行討論，

並積極落實推動；請 4 市相關同仁充分做到資訊即時交換，面對問題適

時調整，將整個社會安全網由 4 市地方先行，共同嚴防。 

玖、散會（下午 2 時 48 分） 

共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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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北北桃合作交流平臺」因應美國關稅議題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4 年 4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4 時 0 分 

貳、會議地點：台北生技園區 2 樓多功能廳 

參、會議主席：臺北市政府 蔣萬安市長 

            基隆市政府 謝國樑市長 

            桃園市政府 張善政市長 

            新北市政府 侯友宜市長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伍、紀錄：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林曉玲約聘企劃師 

陸、主席致詞：略 

柒、4 市報告：洽悉 

捌、主席結論 

基北北桃 4 市共同討論並提出聯合聲明（如附檔）。 

玖、散會（下午 5 時 0 分） 

 

 

 

 

 

 

 

 

 

 

 

 

 

 

共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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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檔 

針對美國川普總統關稅衝擊 

基北北桃發表聯合聲明 

 

 

關稅壓力當前 四市攜手 穩產業、護就業、拚韌性 

    美國政府近期針對我國特定產品提出高達 32%的關稅政策，對我國產業帶

來嚴峻挑戰。身為產業聚集、出口導向比例高的都會區，基隆市、新北市、臺

北市與桃園市深感此次關稅政策對地方經濟衝擊非同小可，勞工就業與民生物

價亦面臨連鎖反應。為即時掌握產業脈動與地方需求，基北北桃四市透過合作

交流平臺，針對產業、勞動與財政三大面向展開實質討論，並形成以下共識： 

一、三大共同挑戰，我們不迴避 

1.產業外銷受阻，國際訂單流失風險上升 

部分產業面臨訂單取消與轉單壓力，特別是對美出口高度依賴的企業首當其

衝。   

2.勞動市場受壓，無薪假與裁員風險浮現 

勞工朋友正站在衝擊第一線，企業缺訂單缺資金，勞工朋友人心惶惶。 

3.地方政府迎難而上，需中央資源快速對接 

關稅談判與國稅稅收分配皆屬中央權限，但影響所及，包括人民生計等等，都

是地方政府的首要關心事項。我們迎難而上，更期待中央政府釋放資源，和地

方政府攜手合作。 

二、四市應變方案，即刻展開 

    基北北桃四市已分別啟動應變機制，並在極短時間內展開跨區合作，以

「緊急紓困」、「數位轉型」、「產業鏈重組」及「前沿技術研發」四大方向前

進，並針對面臨的挑戰，我們已經提出共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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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享產業與勞動監測資訊：四市即刻啟動大量解雇、無薪假，或失業變化的

資料共享，做為政策調整預警。 

2. 建立跨區就業服務平臺：打破行政疆界，協助勞工在基北北桃跨市快速轉職，

維持就業穩定。 

3. 推動物價及經濟監控機制：共同建立物價穩定工作群組，嚴防惡性漲價、監

控通膨或通縮訊號。 

4. 強化海外市場拓展合作：協調四市資源，合辦海外拓銷、商品展示與產業招

商活動。 

5. 四市輪流舉辦美國商品採購會：四市邀請美方參與、協助有需求者擴大對美

採購。 

6. 利息補貼及延稅申請：四市積極承擔，積極思考權限內的減費減租措施，現

行可提供信保貸款利息補貼及地方稅可申請延稅或分期繳納。 

三、共同向中央呼籲，啟動中長期支持 

◆ 勞動面向：穩定就業、強化應變機制 

1. 如景氣有惡化跡象，請中央釋出公共服務職缺（如以工代賑），擴大短期就

業機會，協助受衝擊勞工穩定生活。 

2. 指定受影響勞工適用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提供必要補助與協助轉職培訓。 

◆ 財政面向：檢討稅制、減輕企業負擔 

1. 中央應協助地方政府緊急紓困、照顧勞工，並投資產業中長期數位轉型、

產業鏈重組及前沿技術研發-推動技術自主與產業升級。 

2. 中央儘速檢討稅制，研議降稅、延稅、分期繳納等具體措施，協助企業渡

過短期資金壓力。特別針對營所稅、綜所稅等國稅項目，啟動跨部會協

調，加速審議與落地執行。 

3. 臺灣各界應不分朝野共商長期、全方位產業、貿易、金融和就業的對策，

給予產業和勞工最即時支持。也應鼓勵金融機構利用信用保證機制，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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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中小企業放款。中央政府應思考針對為失業家庭、受災中小企業提供

融資。 

◆ 產業面向：推動轉型升級，爭取公平競爭環境 

1. 「中央-地方-產業」三方聯合應變：強化中央-地方-產業之間的即時資訊有

效分享、讓資源能快速落地、措施能針對痛點，避免空轉與延遲。 

2. 呼籲中央加速談判，為產業爭公平機會，為臺灣爭尊嚴地位。 

四、結語：中央地方攜手團結，共度困難局勢 

    每一次國際挑戰，都是重新定義臺灣價值與競爭力的契機，地方政府有責任

感、更有行動力，但關稅與經貿談判畢竟屬於中央權限，唯有中央資源到位、系

統整合順暢，才能發揮最大效能。 

    我們四位市長承諾：以最大的誠意、最實際的行動，與地方攜手，與中央協

力，守住產業、護住就業、穩住信心。 

    讓臺灣，在危機中再次進化，脫胎換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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