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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議長、李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欣逢貴會召開第 3 屆第 3 次定期會，本人謹代表經濟發展局報告近 6 個月

來之工作情形。  
 

壹、 現階段重要工作執行情形 

一、 重要工作及成果 

（一） 成立智慧製造服務中心 

智慧製造服務中心委由勤業眾信團隊提供精進智慧化升級與轉型

諮詢，113年預計協助業者爭取 1 億元中央補助資源，並由清華大

學辦理 80家業者產業升級健檢，後續規劃 20家客製化深度輔導，

建立 1至 2 家工業 4.0 典範案例。 

（二） 辦理本市工業區業務聯繫會報 

為傾聽各工業區建議，強化本府與工業區業務聯繫，每季召開「桃

園市工業區業務聯繫會報」，由市長主持及相關局處單位出席，協

助工業區營運及發展。截至 113 年 1 月底止，已受理工業區服務

中心及廠協會共 184 件提案，其中 181件已協處結案，3件協處中。 

（三） 促進本市招商投資 

自 112 年 9 月至 113 年 1 月底止，本府投資服務中心就開工、開

幕及重大協處列管案共 25件，包括酷澎、聲寶、光鈦國際、北田

食品等企業。 

（四）強化本市供水、供電、供氣韌性 

為本市供水穩定，請台水公司依期程完成各項供水能力改善工

程、老舊管線汰換進度及全面檢視偏鄉地區線路安全。 

為維護供氣安全，持續要求欣桃瓦斯公司強化供氣設備及管線安

全查核，完善系統管理及應變處理，並正研擬本市自助洗衣店安

全管理自治條例，降低自助洗衣店災害發生。 

（五）辦理桃園購物節 

於 112 年 9 月 15 日至 12月 31 日期間推出「2023 桃園購物節」，

辦理全市消費發票登錄抽獎活動，提供 1,260 多個獎項，總值

2,500 萬元，全案登錄筆數共 192 萬筆，登錄金額突破 4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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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立商業轉型服務中心 

建構團隊輔導機制，提供餐飲、批發及零售、其他服務業等至少

500 家升級轉型診斷諮詢服務，協助向經濟部等機關爭取補助資源

至少 150 家或 1,200 萬元，逐步依序提升業者之數位力、永續力

及品牌力，提升經營體質。 

（七）改善市集營運環境 

為提升本市公有市集良善購物環境，完成 31攤攤位改造、改善 7

處公有市集硬體設備，並成立「市場管理會報」，邀集相關單位共

同研商，改善市集周邊環境。 

二、 綜合發展 

  （一）輔導行銷本市觀光工廠，輔導籌設產業博物館 

1.本市現有 32 家觀光工廠及產業文化館，22 家為觀光工廠，10 家

為產業文化館。辦理觀光工廠暨產業文化館推動計畫，規劃推動

桃園為產業博物館城市，共協助 3 家業者輔導諮詢，透過提供友

善民眾之見學式體驗場域，帶動觀光人潮及體驗產業。 

2.為協助行銷及推廣本市特色觀光工廠及產業文化館，本局透過參 

加高雄市旅行公會冬季國際旅展，推廣觀光工廠職人手作課程、

數位體驗及特色商品展示等，讓民眾了解桃園觀光工廠獨特魅

力。另本局為吸引中南部遊客至桃園觀光工廠遊玩，與中南部旅

行業同業公會合作推廣團體旅遊。 

  （二）推動產業低碳化及智慧化，協助業者朝淨零碳排轉型 

1.成立智慧製造服務中心 

(1) 提供業者精進智慧化升級與轉型諮詢，截至 113 年 2 月底止，

輔導欣興電子帶領 6 家桃園供應鏈廠商，獲得中央以大帶小製

造業低碳及智慧化升級轉型補助，並與台灣電路板協會合作舉

辦說明會，後續將持續與各公協會及各工業區合作辦理說明會

廣宣。 

(2) 輔導業者進行產業升級健檢，透過清華大學、國科會人工智慧

製造系統研究中心團隊，建立問卷自評系統，提供具體優化建

議，後續籌組專家團實地訪視業者，並規劃客製化深度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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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工業 4.0 典範案例，刻正開放報名至 3月底。 

2.補助業者節能減碳 

(1) 辦理「桃園市低碳科技產業補助及獎勵計畫」，112 年度共補助

14 間廠商，總計每年減碳量達 2,520 公噸，節電量達 492.3 萬

度(約 1.45 萬戶 1個月的平均用電量)。 

(2) 配合「經濟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工業鍋爐改善作業要

點」，截至 113年 1月底止，本市境內列管 1,078 座工業鍋爐，

共計已改善完成 1,067 座，達成率 99%，改善數量全國第一，每

年減碳量達 305,412 公噸 CO2e/年。 

（三）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SBIR) 

1.持續辦理「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地方型 SBIR）」，與經濟

部共同編列補助經費，鼓勵中小企業創新研發，每案最高補助 100

萬元，共同提案最高達 200萬元。 

2.112 年 11 月 3 日辦理成果發表記者會，現場展示創新服務、金屬

機械、民生化工、食品及生技製藥、電子資通五大領域創新研發

成果。 

3.112 年度 50 件研發補助計畫刻正執行中，預定 113 年 6 月底前執

行完成。 

 

 

 

 

 

 

圖 1 「桃園市智慧製造服務中

心」計畫說明會 

圖 2 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

計畫（SBIR) 成果發表

記者會 

（四）金牌企業卓越獎及女力獎 

1. 112 年將 ESG（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公司治理）納入評分項目評

選，並於 112 年 10月 3日辦理「與未來共榮」新書發表會，由市

長贈予各家金牌企業代表簽名書籍，展現本市金牌企業如何將 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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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日常經營，讓永續成為帶動企業轉型的動力。 

2. 112 年 12 月 7 日辦理企業觀摩活動，由市長及金牌企業代表，參

訪本屆榮獲金牌企業「好福企獎」的太平洋電線電纜公司，盼能

藉由企業代表彼此交流，進行跨領域對話，為產業帶來示範效果。 

3. 112 年 12 月 8 日舉辦「桃園市桃企女力獎」頒獎典禮，共計 123

件參獎 10位得獎，6位為「創業女力獎」，4 位為「職場女力獎」。

期透過「桃企女力獎」讓大家看到在桃園創業為桃園產業奉獻、

努力打拼的傑出女性。 

 

 

 

 

 

 

 

圖 3、4  112 年「桃園市金牌企業卓越獎」、「桃園市桃企女力獎」 

頒獎典禮 

（五）虎頭山創新園區 

1.截至 113 年 1月底止，虎頭山創新園區新創辦公室共進駐 20家企

業及團隊，原自駕車研發試煉部分已完成階段性任務，刻正研議

園區轉型方向，將與市府各局處結合辦理活動，多元使用。 

2.為協助本市新創業者創業諮詢及資金籌措，並提供企業融資紓

困，園區內設立「桃園市創新創業服務辦公室」，由臺灣中小企銀、

信保基金、中小企業聯輔基金會共同成立，自 108 年起至 113 年 1

月底止，累計核貸件數共 100件，核貸金額計 1億 2,950 萬元。 

三、產業園區開發管理 

（一）本局報編開發產業園區 

本局依產業創新條例報編之產業園區，計有大園智慧科技園區、

新屋頭洲科技園區、平鎮東龍科技園區、大溪科技園區、八德興

豐科技園區、內海產業園區等 6 處；變更觀音（新坡地區）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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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農業區為產業專用區 1處，各案進度如下： 

1. 大園智慧科技園區 

(1) 基地面積約 44.7 公頃，規劃引進紡織、電子零組件、化學材料、

機械設備、金屬製品製造及技術研發等產業。 

(2) 112 年 11 月 21日檢送修正後開發計畫予內政部審查。。 

(3) 112 年 12 月 7 日檢送修正後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予內政部

審查，內政部於 12 月 29 日函請本府依意見修正，刻正依審查

意見修正中。 

2. 新屋頭洲科技園區 

(1) 基地面積約 26.2 公頃，規劃引進電子零組件、機械設備、倉儲

等產業。 

(2) 112 年 10 月 6日提送修正後開發計畫書，刻由內政部排會審議。 

(3) 112 年 12 月 11日提送修正後公益性必要性報告，內政部於 112

年 12月 29 日提供書面意見，刻依審查意見修正中。 

3. 平鎮東龍科技園區 

(1) 基地面積約 6.2 公頃，規劃引進食品及飼品製造業、電子零組

件、機械設備、運輸及倉儲等產業。  

(2) 112年 11月 27日園區開發囿於現行聯外道路條件未能符合相關

規定，開發計畫先予撤回，俟備齊相關書圖後再重新提送。 

4. 大溪科技園區 

(1)  基地面積約 29.3 公頃，規劃引進食品製造業、金屬製品業、機

械設備及其他低污染高科技等產業。  

(2)  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於 112年 8月 23日召開公益性必要性

報告會議審查，函復本府進行修正，本府 12月 6日提送修正版

續審，內政部 12 月 29 日函請補充說明修正內容，本府刻正依

意見辦理廠商進駐意願調查、合作開發機制等。 

5. 八德興豐科技園區 

(1)  配合國土計畫實施期程，規劃調整基地面積約 9.85 公頃，規劃

引進電腦、電子及光學製品、金屬製品、機械設備、塑膠製品

等製造產業。 

(2)  調整後可行性規劃報告經濟部已備查，刻正提送出流管制、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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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變更、交評、開發計畫等文件供審查。 

6. 內海產業園區 

(1)  基地面積約 29公頃，規劃引進金屬製品、機械設備、電力設備

及配備等綠能相關製造業。 

(2) 經濟部於 112 年 8月 4日同意備查可行性規劃報告。 

(3) 113 年 1 月 17 日本府召開「大園內海產業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

響說明書」初審會議，刻依委員審查意見修正中。 

7. 變更觀音（新坡地區）都市計畫農業區為產業專用區 

(1)  111 年 10 月 26日辦理公展前座談會。 

(2)  目前為都市計畫書圖（草案）階段，後續視本府都發局優先推

動「觀音高中整體開發案」，及透過新坡都計通盤檢討案整體規

劃檢討住宅區、農業區等變更可行性，再檢討本案後續辦理方

式。 

（二）協助企業報編開發產業園區 

企業申請報編開發產業園區共 20 案，引進產業以製造業、倉儲物

流業為主，截至 113年 1月審查進度如下： 

1.可行性規劃報告審查中 8家 

富順纖維產業園區（面積 6.3公頃）、草漯工業園區（面積 5.1公

頃）、龍潭信通智能產業園區（5.4 公頃）、德嵄產業園區（17.3

公頃）、中華汽車產業園區（28.9 公頃）、埔頂段產業園區（8.8

公頃）、忠孝段產業園區（5.1 公頃）、山越產業園區（9.8 公頃）。 

2. 開發計畫審查中 11家 

大園潮音智慧科技園區（面積 15.7 公頃）、桃園智慧產創園區（9.6

公頃）、大園區舊厝段立興產業園區（面積 9.1 公頃）、華新麗華

工業園區（面積 9.9 公頃）、桃園邑展科技產業物流園區（面積

16.64 公頃）、世紀離岸風電產業園區（面積 9.7公頃）、埔頂綠能

產業園區（面積 9.9公頃）、桃園貴品科技產業物流園區（面積 7.9

公頃）、聯升產業園區（面積 5.4公頃）、U-PARK智匯產業園區（面

積 11.1公頃）、北桃產業園區（9.6公頃）。 

3. 核定設置 1 家 

112 年 10 月 11 日公告核定設置桃園智慧倉儲物流園區（面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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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頃）。 

（三）協助龍潭科學園區擴建計畫 

為協助國科會竹科管理局龍潭科學園區擴建計畫，本府成立跨局

處專案小組，規劃引進國家重要科技產業，打造龍潭科技園區生

活圈。本案已於 112 年 7 月 26 日由竹科管理局辦理用地取得第 1

場公聽會，因民眾陳情，竹科管理局刻正重新檢討擴建計畫範圍

及期程，本府亦積極協助訪視蒐集相關意見，竹科管理局將於檢

討完成後，續辦理第 2次公聽會。 

（四）工業區聯繫及管理 

1.召開本市工業區業務聯繫會報 

(1) 為強化與本市各工業區業務聯繫並傾聽工業區建議，本府定期

召開「桃園市工業區業務聯繫會報」，並於 112年第 2季起擴大

辦理，每季由市長主持，針對各工業區提案進行討論，並就決

議事項列管與追蹤。 

(2) 截至 113 年 1 月底止，已受理 184 件提案，其中 181 件已協處

結案，3件協處中。 

 

 

 

 

 

 

 

圖 5、6 桃園市工業區業務聯繫會報 

 

2.桃園科技工業園區(含環保科技園區)設廠情形 

(1) 桃園科技工業園區(含環保科技園區)截至 113 年 1 月底止，設

廠總家數為 79家，設廠面積為 138公頃，約占可建築總面積比

率 94.17%，目前進駐廠商主要類別為電子材料、精密機電、半

導體製程相關、車輛及精密零組件、資源化產業、清潔與再生

能源應用技術等相關產業。桃園科技工業園區內之觀音國民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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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中心也已於 7月開始營運。 

(2)桃園科技工業園區再生能源電廠入園 

① 本園區經專案核准再生能源進駐的產業共 3家，分別為台灣

立方、可寧衛及立疆開發公司。 

② 因 SRF 再生能源發電產業屬於新興產業，當地居民對該產業

仍有疑慮，並發起聯署反對設廠，本府於 112 年 6 月 15 日

函請 3 家 SRF 廠商對民眾召開地方說明會。 

③ 3 家廠商已完成召開說明會，本府將彙整說明會相關意見，

評估 3 家 SRF 廠商於園區進駐對當地的影響，並考量民眾陳

情意見，做成後續政策方向。 

④ 經濟部等中央部會表達對桃科園區三家 SRF進駐立場後，本

府將會以觀音當地居民健康為優先考量，重新評估是否廢止

3家 SRF廠商入園同意。 

四、招商投資 

（一） 投資服務協處 

1.經濟部投資臺灣三大方案 

截至 113 年 1 月底止，經濟部投資臺灣三大方案共計 2 兆 1,786

億元，其中本市獲投資包含「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計 760

億元、「根留臺灣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計 940 億元、「歡迎臺

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計 2,335 億元，共計 4,035 億元，佔比約

19％，全臺第一，共可創造約 3 萬多個就業機會。 

2.本市重大投資案 

112年 9月至 113年 1月底止，本府投資服務中心就開工、開幕及

有重大協處之列管案共 25件，投資金額共計約 700億元，重點投

資如下： 

(1) 建錩實業公司 

於蘆竹區設置廠房，投資金額約 10 億元，已於 112 年 9 月完成

設廠，刻正營運中。 

(2) 友華生技公司 

112 年 9 月於龜山區興建廠房，投資金額約 5 億元，刻正規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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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 

(3) 聯策科技公司 

112 年 10 月於中壢區興建廠房，投資金額約 3 億元，刻正規劃

工程中。 

(4) 酷澎公司 

擬於本市設置多座物流中心，投資金額約 30 億元，大園物流中

心已於 112 年 11 月 2 日舉行啟用典禮。 

(5) 聲寶公司 

於龜山區林口工四工業區設置物流園區，投資金額約 5 億元，

已於 112 年 11 月 20 日舉行開工典禮。 

(6) 北田食品公司 

於龍潭區毗連擴廠，投資金額約 5 億元，已於 112 年 11 月完成

設廠，刻正營運中。 

 

 

 

 

 

 

 

 

圖 7 酷澎大園物流中心開幕典禮     圖 8 聲寶龜山區林口工四工

業物流園區開工典禮 

(7) 亞泰金屬工業公司 

於楊梅區毗連擴廠，投資金額約 1 億元，已於 112 年 12 月完成

設廠，刻正營運中。 

(8) 光鈦國際公司 

112 年 12 月於楊梅區興建廠房，投資金額約 8 億元，刻正規劃

工程中。 

（二） 桃園航空城 7處優先產專區協助履約管理、2處續行標售 

1.已標出 7處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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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局已於 111 年 7月 28日標出 7處基地，將進駐企業有統一超

商、星宇航空、藥華醫藥、大樹醫藥、督洋生技、健策、中華

貿易及力歐新能源公司。 

(2) 本局 112 年 9月至 113 年 1月，協助得標廠商土地預點交作業、

都市設計審查及用水議題，並於 113 年 1 月送經濟部水利署核

定同意航空城用水計畫，爭取約 3.9萬噸用水量。 

2.F及 I基地續行標售 

(1) 刻正辦理 F 基地南側住宅區變更為產專區，再與 F 基地併同標

售。 

(2) 刻正修訂 I基地標售文件，並規劃辦理第 3次上網公告招標。 

（三） 桃園會展中心今年 10月正式營運 

桃園會展中心展覽棟已於 112 年 3 月完工，並先作為世界客家博

覽會之台灣館使用。經濟部國貿署於 112 年 8月與 OT廠商安益國

際展覽公司簽約，預定於 113年 10 月底前結合「2024 年 JCI 國際

青年商會世界大會」辦理開幕並正式營運。 

（四）中原營區規劃引進產業創新研發 

1.本局推動中原營區南側產專區招商案，將連結北側中壢工業

區、中原文創園區及周邊大專院校資源，規劃產業辦公之營運

總部、科技研發及創新育成等。 

2.今年啟動招商案先期規劃，擬採地上權方式進行招商開發，規

劃引進資訊軟體、研發創新、設計等產業，預定下半年公告招

商。 

 

圖 9 中原營區南側產專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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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商業發展 

（一）商業行銷推廣 

1.桃園咖啡節 

配合桃園萬聖城活動，112 年 10 月 28 日至 29 日於桃園區藝文展

演中心門前廣場舉辦「桃園咖啡節-啡嚐搗蛋」，另於 112年 11月

11 日至 12 日於中壢區銀河廣場舉辦「桃園咖啡節-啡嚐不可」，2

場咖啡節活動共計吸引逾 10萬人次。 

 

 

圖 10、桃園咖啡節舞台演出     圖 11、年貨大街攤位人潮 

     

2. 桃園年貨大街 

113 年 1月 24日至 28日及 2月 1 日至 5日，分別於中壢區捷運老

街溪站旁廣場及桃園藝文廣場，舉辦「2024桃園年貨大街」，結合

本市伴手禮協會，推廣本市在地商品及店家，活動共集結 100 攤

年貨相關業者。 

3.2023桃園購物節 

(1) 辦理全市消費發票登錄抽獎活動，串聯全市商圈、觀光工廠、

百貨公司、超商、便利商店、桃園好棧等企業及世界客家博覽

會，吸引全國消費者至本市觀光消費，活絡桃園整體經濟環境。 

(2) 於 112 年 9月 15日至 12月 31 日期間推出「2023桃園購物節」，

提供 1,260 多個獎項，總值 2,500 萬元，全案登錄筆數共 192

萬筆，登錄金額突破 40億元，並於 113年 2月 1日舉辦壓軸開

獎記者會，抽出百萬油電車、電動機車等多項壓軸好禮得主。 

4. 獎勵中小企業參與工商展覽補助計畫 

為鼓勵並補助本市廠商積極參與國內外工商展覽活動，行銷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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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或服務，拓展國內外貿易與商機，112 年共受理 97件申請案，

核定補助 48件（國外展 22件、國內展 26件）；113 年度補助計畫

於 113 年 1 月 10日公告，2月 29 日截止收件。 

5.金牌好禮行銷輔導 

(1)為強化金牌好禮品牌感，籌組專家委員評選及結合永續概念進

行輔導，完成 13 家歷屆好禮業者品牌形象及包裝設計再造優

化，並辦理國外通路媒合會，邀請 4 家國外虛實通路商，協助

本市好禮業者提升商機拓展機會。 

(2)整合線上線下多元行銷推廣，透過線上雜誌、FB粉專經營、Line

群組揪團購及金牌好禮官網等行銷，帶動業者整體營業額約成

長 2成。 

6.金牌好店行銷輔導 

(1) 112年金牌好店選拔活動以「幸福好滋味」及「風格好生活」二

類別進行徵選，共計 150 間店家報名，甄選出 30家金牌好店及

3家人氣店家，於 9月 27日舉辦頒獎典禮，帶動店家營業成長。 

(2) 於「世界客家博覽會-桃園伴手禮展區」及桃園市商業會辦理「桃

園市商人節表揚大會」等活動配合推廣，並透過 FB粉專經營、

Google Ads圖文廣告、電視牆等行銷擴大知名度。 

（二）商圈行銷推廣 

1.振興商圈商機補助計畫 

112 年計有 17 處商圈提出計畫通過審核，核定經費共 648 萬元；

113 年度補助計畫於 112 年 12月 29日公告，2月 20日截止收件。 

2.桃園市商圈輔導推廣計畫 

(1)籌組商圈總顧問團，至 112 年 11 月底止共完成 40 次商圈訪視

諮詢會議。 

(2)桃園市星級友善店家認證，112 年受理 110 間店家申請報名，經

評審結果計有 85間店家獲得星級友善認證。 

(3)112 年 9月 29日至 30日於桃園區新民街辦理「桃味大廟。人生

大市」主題活動，結合桃園站前商圈、桃園博愛商圈與景福宮

「大廟」民俗文化活動聯合行銷，加上特色飲食及文創手作商

品市集等 30 家特色品牌攤商，2 天活動人潮逾 2 萬人次，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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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區域經濟發展。 

（三）商業服務業升級轉型輔導 

1.配合經濟部推動商業服務業邁向淨零碳排、創新服務、智慧經營、

數位轉型等政策，成立「桃園市商業轉型服務中心」，積極協助業

者建立轉型能力，提升本市店家商業模式經營量能。 

2. 112 年 12月 20日公告受理報名至 113 年 5月 31日止，提供輔導

團隊到場訪視諮詢診斷服務至少 500家(以餐飲類為主，零售業與

其他服務業為輔)，協助向經濟部等機關爭取補助資源至少 150 家

或至少 1,200 萬元，加速本市商服業者升級轉型。 

（四）啟動「復興區寒害關懷專案」 

本局為體恤寒流期間(113年 1月 22日至 24日)復興區辛勤工作之

公務人員，啟動「復興區寒害關懷專案」，復興區轄內廣義公務人

員（含中央、地方各級機關及學校公職人員、郵局、中油、台電、

台水及中華電信等公營事業現職人員）購買暖暖包、熱食及熱飲，

即可享有每人 100元消費額度。 

（五）商業管理 

1.商業稽查 

112 年 9月至 113年 1月底止，商業稽查共 630家，其中違反商業

相關法規者計裁處 37家次，罰鍰 121 萬元。 

2.商品標示 

112 年 9月至 113年 1月底止，共計查核 2,682 件，其中不合格案 

件計 372 件，針對不合格案件輔導改正或下架，並持續辦理商品

標示稽核及宣導活動，以保障消費安全。 

 

 

 

 

 

 

                    

圖 12 商品標示稽核 圖 13 商業聯合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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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商業行政 

（一）商業登記  

截至 113 年 1 月底止，商業登記總家數達 6 萬 7,120 家，較去年

同期 6萬 4,621家，淨增加 2,499 家，成長 3.87%。本局除受理臨

櫃案件外，另提供線上一站式、郵寄等其他申辦方式，提升多元、

便利及高效率申辦服務。商業登記成長率及家數如下： 

單位：家 

類別 
112年 

1月 

期間變動情形 
113年 

1月 
成長率 設立、遷

入 

歇業、遷

出 

淨 增 加

數 

商業登記 64,621 +7,791 -5,292 +2,499 67,120 3.87% 

（二）公司登記及管理  

1.公司登記業務於 105 年 7 月 1 日接辦，自 106 年 10 月 16 日起開

放隨到隨辦速件櫃台服務計 73項，迄今共計受理隨到隨辦速件登

記案 10萬 2,497 件，113年 1月底止，公司登記總家數達 7萬 741

家，較去年同期 6萬 8,335家，淨增加 2,406家，成長率為 3.52%。

公司登記成長率及家數如下： 

                                                    單位：家 

類別 
112年 

1月 

期間變動情形 
113年 

1月 
成長率 設立、遷

入 

解散、遷

出 
淨增加數 

公司登記 68,335 +5,737 -3,331 +2,406 70,741 3.52% 

2. 公司管理業務：112年 9月至 113 年 1月底止，針對公司設立登記

後 6 個月仍未開始營業、或未辦妥停業登記卻自行停止營業 6 個

月以上之公司，廢止其公司登記計 119 家；經濟部交下公司股款

資金查核案件計 21 件，9 件已查核完成，公司資產不足抵償負債

案查核 3件，目前 2件完成查核工作。 

（三）公司登記糾紛爭議案協處 

本局於受理公司登記糾紛爭議案時，皆遵依法令規定，審慎處理

案件，以保障公司、股東及利害關係人權益。112 年 9 月至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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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底止，處理糾紛爭議公司登記及相關管理案件，辦竣件數

共 4件。 

（四）特定行業、資訊休閒業、治安顧慮行業及電子遊戲場業登記  

1.特定行業至 113年 1月底止，登記計 322 家(商業 63家、公司 259

家)，包含視聽歌唱業 149 家、特種咖啡茶室業 31 家、舞廳業 10

家、舞場業 16家、酒家業 58家、酒吧業 46家、三溫暖業 9家、

理髮業 2家、夜店業 1家。登記家數較去年同期 342家減少 20家

(主要減少之行業別為視聽歌唱業)，減少 5.58%。 

2.資訊休閒業至 113年 1月底止，登記計 75家(商業 18家、公司 57

家)，較去年同期 86家減少 11家，減少 12.79%。 

3.治安顧慮行業至 113年 1月底止，登記計 2,933家(商業 2,559家、

公司 374家)，包含按摩業 169家、美容美髮服務業 2,331 家、飲

酒店業 102 家、傳統整復推拿業 112 家、瘦身美容業 219 家。登

記家數較去年同期 2,624家增加 309家(主要增加之行業別為美容

美髮服務業)，增加 11.78%。 

4.電子遊戲場業至 113年 1月底止，登記計 39家(商業 34家、公司

5家)，與去年同期家數相同。 

七、工業行政 

（一）工廠登記 

本市工廠登記採單一服務窗口，主動協助業者辦理工廠登記、影

印抄錄登記事項業務、審查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計畫。 

1.工廠登記 

(1) 112 年 9月至 113年 1月底止，工廠登記家數達 253家。 

(2) 112年 9月至 113年 1月底止，受理抄錄影印查閱事項 805 件。 

2.審查核准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計畫 

依據經濟部「興辦工業人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計畫申請審查

辦法」規定，審查興辦工業人提報之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計畫，

自 112 年 9 月起至 113 年 1 月底止，共計核發工業用地證明書 4

件，擴展面積達 3.81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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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1.輔導未登記工廠辦理特定工廠登記 

自 109 年 3 月 20日法令施行日起，輔導既有低污染未登記工廠申

請納管，辦理情形如下:  

(1) 持續審查未登記工廠納管案:受理未登記既有工廠納管案 3,624

件，核准 2,279 件、駁回 586 件、自行撤件 647 件、重複送件

36件、位於農產業群聚地區申請輔導轉型、關廠、遷廠 15 件，

審核中 61 件。 

(2) 受理及輔導未登記工廠改善計畫:受理工廠改善計畫案 2,575

件，核准 314 件、駁回 7 件、自行撤件 137 件、審核中 2,117

件。 

（三）工廠管理輔導 

1.未登記工廠管理及輔導 

112 年 9 月至 113 年 1 月底止，查未登記工廠共計 95 家、違反工

廠管理輔導法裁處件數共計 60件。 

2.既有未登記工廠轉型、遷廠及關廠輔導期限核定 

112 年 9月至 113年 1月底止，非屬低污染及不宜設廠地區未登記

工廠核定輔導期限共計 23 家(遷廠 18 家、關廠 5 家)，皆持續輔

導中。另農產業群聚地區既有低污染未登記工廠輔導計有 15家提

出申請，皆於審核階段。 

3.強化桃園市工廠空間地理資訊系統暨稽查管理系統 

該系統於地理圖資上整合工廠稽查、訪視、登記與近年工廠校正

等資訊，112 下半年已介接消防局工廠火災通報資訊，俾利本府工

廠管理相關單位進行查詢使用。消防局、環保局、都市發展局、

建築管理處及勞動檢查處等機關已申請使用。 

八、公用事業 

（一）提升桃園自來水供水韌性 

1.追蹤台水公司供水能力改善工程進度 

台水公司規劃設置八德加壓站配水池、增加航空城計畫區整體供

水量，穩定桃園供水，八德加壓站配水池台水公司已於 112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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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5日獲國營會興辦許可，並於 113年 1月 2日送本府辦理變更

編定程序。 

2.設置三坑中繼加壓站計畫 

三坑中繼加壓站可降低輸水管線壓力，改善本市供水環境。惟地

方居民仍有反對意見，本局已於 113年 1月 29日邀集台水公司拜

會龍潭區議員，並彙整建議修正計畫，後續依都市計畫變更法定

程序辦理公展及說明會。 

（二）建立電力合作平台及訂定災害應變計畫 

1.市府與台電公司建立合作平台 

          為提升本市供電穩定，解決本市公共建設完工送電等問題，本府

已與台電公司建立合作平台機制、定期召開會議，有效解決工程

界面及縮短公共工程送電時間，目前透過會議完成解除列管計 60

案。 

        2.訂定「輸電線路災害應變計畫」及辦理兵棋推演： 

          為完善本府輸電線路災害之防救災機制、因應對策及整備復原工

作，本局已研擬「桃園市輸電線路災害應變計畫」及辦理兵棋推

演，加強防救災能力。 

        3.針對偏鄉電力供電穩定性，本局於 113 年 1 月 30 日辦理「復興區

供電穩定改善說明會」，請台電公司完成全面巡檢作業，並設計改

善供電設備。 

（三）強化本市供氣安全及應變機制 

1.加強本市及欣桃瓦斯公司應變機制及查核 

(1) 本局持續請欣桃公司派員檢測各整壓站安全狀況，並回報檢測

結果，另本局將邀集專家學者對轄內 26座整壓站進行查核。 

(2) 本局請欣桃公司持續強化監控中心輪值監控、異常通報、整壓

站壓力異常遮斷設備等應變機制，完善監控系統檢查管理預防

機制及異常處理作業流程。 

2.研擬訂定「桃園市自助洗衣店安全管理自治條例」 

本局持續召開會議，邀集各單位跨域協調，擬訂定「桃園市自助

洗衣店安全管理自治條例」，可約束管理桃園自助洗衣店業者，降

低自助洗衣店災害發生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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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4 市府與台電合作平台會議    圖 15 查核欣桃公司各整壓站 

安全狀況 

（四）持續推動太陽光電發展 

1.輔導私部門(住家及工廠)建置屋頂型太陽光電 

截至 112 年 11 月，桃園市太陽光電累計裝置容量為 686MW，為北

部縣市最高，較去年已增加 135MW，成長量為六都第 2。 

2.積極推動公用案場標租設置太陽能光電 

已開發之公有案場共 230 處，累計裝置容量 51.55MW，預估年發電

量約 5,413 萬度；開發中之公有案場共 21處，預定 113年全數完

成併聯發電。 

3.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作業 

辦理本市轄內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置容量未達 2,000kW 申請案，

自 112 年 9 月至 113 年 1 月底止，已核發同意備案共 335 件，總

裝置容量 52.46MW；設備登記核准案共 306 件，總裝置容量

60.24MW。 

（五）智慧節能及儲能 

1.辦理節能診斷輔導 50處社區及 2所偏鄉學校，提升用電管理效率。 

2.於本市國小辦理能源轉型認知推廣課程、於大專院校辦理 2050 淨

零工作坊、辦理中低收入戶節能設備改善計畫，汰換老舊家電。 

3.113 年賡續推動「儲能設備補助」，並針對「低壓用電戶」擴大推

廣智慧儲能之應用，推動儲能補助計畫如下： 

(1)113 年 1月 2日公告受理至 3月 1日止，補助本市轄內建置儲能

設備並作為電力調度或參與電力交易使用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排除機關學校)，期建立「虛擬電廠」之商業模式，加速廠商

投資，促進電力交易市場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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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3年 1 月 2日公告受理至 7月 31日止，針對轄內法人或團體

之低壓用電戶，推動「住商型儲能補助」專案，補助品項包含

儲能設備、能管系統及充電設備，期透過補助導入智慧儲能應

用，協助小型企業及集合式住宅等低壓用電戶達到最佳電力配

置、電力備援及節省電費支出，有效整合電動運具及充電設備。 

九、市場市集 

（一）市集繁星計畫  

1.113 年度辦理市集改造轉型計畫，辦理 1場次培訓工作坊，完成至

少 2 處市集整體美化，協助傳統市集翻新，打造特色市場，預定

於 113年 11月底完成改造作業。 

2.持續配合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樂活名攤評核計畫，同步辦理主題名

攤評選競賽，推薦及行銷本市優良攤鋪，建立桃園市集口碑，為

桃園傳統市集攤商爭取中央評核佳績，創造整體市集共榮。 

3.協助攤商爭取中央及其他單位輔導資源。 

4. 進行忠貞地區整體規劃，包含協助成立攤集區及市場用地開發等。 

 

 

 

 

 

 

    

 

     圖 16、17市集繁星計畫得獎攤商 

（二）市集行銷活動 

       1.112 年 8 月 20 日至 9 月 24 日於本市公有市場辦理 14 場「桃園好

市採購月」活動，以親子料理競賽趣味活動及買菜金大放送活動

促發消費行動，帶動市集人潮成長超過 2成。 

2.113 年 1月辦理公有市集年節行銷活動，宣傳市場年貨採買優

惠、年貨大街活動資訊及桃園觀光夜市夜宵大街活動，並推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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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市場年節特色禮包及打卡抽好禮活動，1月 20日起於桃園觀光

夜市佈置元宵花燈及燈籠廊道。 

 
 

 

 

 

 

 

  

    圖 18、19公有市場年節行銷活動 

 

（三）公有零售市場及攤販集中區硬體改善工程 

112 年已完成南門市場牌樓工程、八德市場全區地坪更新工程、新

明市場增設哺乳室與 2 樓走道地板龜裂修復工程、中壢觀光夜市

公廁排水溝槽工程、新屋市場 1 樓地板止滑塗料與走道標線工程、

走道上方增設通風扇、地下室 1 樓防漏工程、楊梅第一市場增設

流動廁所、排水管修繕工程及楊梅大成市場白鐵水槽更新工程。

113 年刻正施作新永和市場污排水系統改善及增設垃圾集中區冷

藏設備、新屋市場廁所改建、大園市場蓋版更新、新富市場步道

地坪鋪面改善、興國市場冷氣空調主機汰舊換新及南門市場消防

設備裝置改善等工程。 

（四）中壢第一市場 4至 6樓空間重新檢討使用規劃 

為帶動中壢第一市場及周邊商業活動，地上 4 至 6 層改採商業使

用，112 年 9 月 28 日決標，刻正辦理整建及招商作業，預定 113

年 4月開幕。 

（五）平鎮第一市場 2至 4樓空間重新檢討使用規劃 

平鎮第一市場 2樓委外招商已於 113年 1月 19日決標，刻正辦理

整建及招商作業，3 樓以上空間由社會局重新規劃社福設施及增設

關懷據點，預定 113 年 10 月開幕。 

 



23 

 

（六）規劃籌組「本市市場管理會報」 

為改善公有市場環境及加強營運管理，及輔導管理外圍攤商，本

局規劃籌組「本市市場管理會報」，由府層級主持，本府已召開 3

次會議，邀集消防局、都發局、警察局、建管處、中壢區公所等

相關單位研商新明市場建物安全，及周邊攤販占用導致行人通行

困難、環境髒亂等事宜。本案持續整合相關局處管理權責及輔導

資源，以改善市場及周邊環境。 

 

貳、未來努力方向 

本局持續努力提升本市投資環境，創造推動經濟發展，並進一步推

展產業科技、美學設計、永續環境 3 方面升級，加速產業數位化、

智慧化轉型，謹就未來努力方向重點分述如下： 

一、綜合發展 

  （一）持續推動地方產業創新研發計畫，鏈結本市創新基地幫助微型企

業取得研發資金，協助中小企業運用政府資源達成創新、轉型與

升級之目的，提升桃園整體產業之競爭力，增加就業機會，促進

地方經濟發展。 

（二）透過智慧製造服務中心，推動業者產業升級健檢，協助業者爭取

中央補助資源，落實智慧製造及產業數位轉型。 

 （三）規劃虎頭山創新園區營運轉型，朝向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方式

推行，未來將逐步改由專業團隊維運管理財務自償。 

二、產業園區開發 

（一）積極推動本府報編產業園區開發期程並結合地方產業，同時引進

新科技產業進駐，加速地方經濟發展。 

（二）協助民間產業園區報編工作，透過實施併行審查，縮短辦理期程，

加速擴充企業所需產業用地。 

（三）為強化市府與本市工業區業務聯繫及傾聽各工業區建議，每季辦

理「工業區聯繫會報」，由市長主持，積極協助解決各工業區需協

處事項。 

三、招商投資 

（一）持續推動投資服務中心「單一窗口」服務，協助排除投資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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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行銷本市投資商機及投資環境，吸引潛在廠商投資桃園。 

（二）辦理國內企業及國外在台企業聯繫暨招商論壇、國際招商說明會

或座談會等，協助廠商掌握投資資訊及合作機會。 

（三）建立投資服務中心資料庫，分析本市需地區位及面積、產業動向

等資訊，瞭解企業投資需求及趨勢。 

（四）辦理桃園航空城產專區招商及產專區 F、I基地標售作業。 

四、商業發展 

（一） 整合金牌好店、金牌好禮等建立產業品牌形象，拓展國內外商機；

辦理桃園品牌主題商展，提升在地產業競爭力。 

（二） 輔導本市商圈及在地品牌並建構安全商業環境。 

（三） 輔導企業建立正確商品標示，保障合法業者權益及民眾消費安

全，加強稽查及管理特定行業及治安顧慮行業，督導店家合法經

營。 

（四） 積極協助本市商業服務業者建立轉型能力，提升本市店家商業模

式經營量能，透過輔導團及諮詢服務，協助本市業者成功爭取政

府補助。 

五、商業行政 

（一） 持續推動商業及公司登記線上申辦、文書電子送達、線上繳費、

行動支付等使用率，降低行政成本，落實減紙減碳政策。 

（二） 持續提升登記櫃檯服務效率，積極簡化申辦流程，辦理志工教育

訓練，提升便民服務品質。 

（三） 審慎處理公司登記糾紛案件，以維交易安全及各利害關係人權益。 

六、工業行政 

（一） 加速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計畫、既有低污染未登記工廠申請工廠

改善計畫核定與後續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行政審核作業。 

（二） 農產業群聚地區之工廠，配合經濟部輔導業者符合農群但書規

定，就地合法化。 

（三） 配合未來桃園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加強高風險工廠稽查與管理。 

七、公用事業 

（一） 要求台水、台電及欣桃公司檢視桃園供水、供電、供氣餘裕度，

並持續加速更換老舊設備、管線及強化應變能力，提升本市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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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電、供氣能量。 

  （二）持續檢視停水、停電、停氣等災害相關應變機制，並與台水、台

電、油氣等事業單位合作，提升管線安全韌性。 

  （三）以再生能源及智慧能源並行做為能源政策主軸，輔以智慧節能推

動，落實 2050 淨零排放。 

八、市場市集 

(一) 強化市場攤商經營管理能力，推動市集輔導計畫，創造整體市集

共榮。 

(二) 改善市集攤商營運環境，辦理公有市集硬體設備汰換更新。 

(三) 強化市集行銷，提升市集吸引力，帶動人潮進入市集消費。 

(四) 透過本府市場管理會報邀集市府相關單位，研商改善本市公有市

場內外環境。 

參、結語 

以上謹就本局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執行業務概況簡要

報告，本局將持續推動產業低碳化及智慧化，協助業者朝智慧製造升

級轉型、積極創造本市投資商機、提升商業模式經營量能、形塑優質

品牌形象、輔導攤商轉型、形象改造、強化電力市場整體發展，推廣

再生能源及節電政策，促進本市產業升級及民生經濟發展！ 

 

敬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給予指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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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經濟發展局各科室聯絡電話一覽表 

單位別 職稱 姓名 電話 傳真 

局 本 部 局  長 張  誠 3322101 #5261 3345275 

局 本 部 副 局 長 耿彥偉 3322101 #5261 3345275 

局 本 部 副 局 長 熊勇智 3322101 #5261 3345275 

局 本 部 主任秘書 簡偉崙 3322101 #5261 3345275 

局 本 部 專門委員 江信潔 3322101 #5261 3345275 

局 本 部 專門委員 張炳坤 3322101 #5261 3345275 

綜合企劃科 科  長 陳珏寧 3322101 #5271 3390708 

開發管理科 科    長 林彥良 3322101 #5273 3320542 

招 商 科 科  長 賴雅雯 3322101 #5236 3338368 

商業發展科 科  長 郭賢真 3322101 #5121 3345254 

商業行政科 科  長 王秀梅 3322101 #5168 3365997 

工業行政科 科  長 施合隆 3322101 #5150 3371898 

公用事業科 科  長 游慧玲 3322101 #5266 3313597 

市 場 科 科  長 廖振宏 3366695 #11 3366675 

秘 書 室 主  任 何基豪 3322101 #7435 3369777 

會 計 室 主  任 袁玉燕 3322101 #5285 3369777 

人 事 室 主  任 吳倍怡 3322101 #5156 3369777 

政 風 室 主  任 劉秀菊 3322101 #5157 33697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