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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逐漸減少，所以該公司選擇回臺發展，並轉型生產高附加價值產品。其它如「國統公司」

從事薄膜濾材與模組的研發與生產，規畫運用於海水淡化與污水處理；「友嘉實業」將在臺

中精密園區與苗栗工業區興建新廠，生產中高階工具機；而「鈺齊國際公司」是為運動品牌

NIKE代工，也將回臺在雲林科技工業區設立總部大樓與倉儲中心，做為臺灣國際行銷、採

購與營運管理中心等。臺商若能掌握ECFA契機，善用「臺灣品牌」優勢，回流臺灣也能以「臺

灣製造」風靡全球。

 

四、政府對僑臺商經濟之輔導協助

遍布全球各地的華僑，多從事工商業，本著勤奮堅毅的民族特質，遠赴異域，開闢了繁

榮滋長的新天地，但心繫祖國，血脈相連的情懷，並未隨著時空背景遷移而有絲毫的變異，

而華僑經濟也是國內經濟的延伸，也可說是國力的拓展，與它們的互動既是唇齒相依，又是

相輔相成的。因此，憲法明定應扶助並保護其經濟事業的發展，在國內經貿相關單位及海外

駐外館處的協助下，輔導及統合這一特有的海外資產，本著對華僑、僑居地及臺灣均蒙其利

的三利原則下積極推動。

為協助華僑解決投資、創業或經營事業時面臨資金融通的問題，由財政部及僑委會輔導

設立海外信用保證基金（原名華僑貸款信用保證基金），自 1988年 7月成立。基金由政府

及國內金融機構分別捐助，透過保證機制，可協助全球僑、臺商向銀行取得貸款。此外，海

外信用保證基金的機能在為僑、臺商提供信用保證，藉由分擔金融機構風險以協助授信，使

銀行更樂意辦理華僑及僑營事業之融資貸款作業，以促進華僑創業或擴展現有事業。除平時

協助僑、臺商融通營運資金之外，華僑信保基金對於僑區的緊急災變也提供專案協助，給予

申貸手續費、貸款利息之優惠，以協助遭逢風災、地震、暴動、內戰等之僑民重建事業及

家園 。

目前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業務範圍遍及全球，截至 2012年 7月底止，在 26個國家共有 74

家合作銀行，203處承辦據點。而 2011年業績大幅成長，創 23年新高，去年承作保證金額

高達 1.40億美元，為歷年來最高，較 2010年的 0.9億美元成長 13%，較 2009年的 0.83億

美元成長 26%。截至 2011年底，累計承保件數為 6,243件，累計承保金額美金 13.0563億美

元。在面臨全球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該基金陸續配合政府政策加強推動保證業務，贏得海

外僑界及臺商的肯定。而海外信用保證基金除一般保證業務之外，當海外僑、臺商在僑居地

發生重大天災人禍時，也能及時配合政策開辦災後重建貸款專案保證，例如去年 3月發生的

日本 311大地震、10月泰國遭逢 50年來最嚴重的水災，該基金均迅速啟動災後重建貸款專

案信用保證機制，結合承辦銀行的支援，全力協助受災僑、臺商重建事業與家園。雖然該基

金規模小，目前尚能運作順利，若有政府資金再挹注，當能發揮更大的功能。

此外，海外信用保證基金近年來也陸續擴大保證對象，僑務委員會為協助畢業僑生（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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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畢、結業學生）創業，基金於 98年通過訂定「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

基金辦理海外創業僑生貸款專案信用保證要點」，協助畢業僑生取得創業所需資金；另為協

助在無承辦銀行地區（如西非、東歐）或貸款利率較高地區（如中南美洲及部份東南亞地區）

之臺商增闢融資管道，該基金將臺灣銀行等銀行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納入該基金之

承辦銀行，海外各地臺商如能提供適當之擔保品，並符合相關之貸款條件，即可向國內承辦

銀行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申請該基金之貸款信用保證，取得營運所需資金。並且該基金辦理

中國大陸及香港、澳門地區臺商貸款保證業務，此項業務自 98年 5月開辦以來，已辦理 139

件，保證金額合計 8,600餘萬美元。 顯見此獨一無二的機制，對於甫出國門的僑、臺商創業

具有實質助益，具體展現出政府對僑、臺商與華僑之海外事業發展的關懷與協助，廣受僑界

好評。由此可見，對於缺乏自有資金又無擔保品可供融資，但有心想要創業或拓展事業版圖

之僑、臺商來說 海外信用保證基金的機制具體提供僑、臺商跨出創建事業第一步所需的資

金，協助華僑及臺商經濟擴張的成效顯著。 僑、臺商為理想前往海外打拼並不容易，該基金

在主管機關的監督指導下，以協助僑、臺商在海外創建事業為己任，期望讓世界各地辛苦打

拼的僑、臺商充分獲得金融機構的融資支援，感受到政府的關懷與照顧。

僑委會每年均辦理海外僑商經貿研習班，每年均有數百人參加 其中 2011年有 691人參

加各式不同的研習班，包括西式糕點製作班、傳統麵食製作班、中階主廚培訓班、養生素食

製作班、茶飲簡餐連鎖加盟經營班、臺灣小吃製作班、高階主廚培訓班、實體店面行銷實戰

班、生產線管理 E化觀摩班及網路店面行銷實務班等。2011年參加海外僑商經貿研習班的學

員來自北美洲的最多，有 304人，占 44%；亞洲居次，有 186人，占 27%。

這些曾經回國受訓的華僑運用在臺灣學習的知識，在當地就業或自行創業，皆有不錯的

成績，有些與臺灣保持良好的商業關係，對臺灣的經濟成長亦有貢獻。由於研習班開辦多年，

不僅凝聚海外華僑對臺灣的向心力，同時也發揮海外人力支援的角色。為了讓力量更加凝聚，

這些曾回國學習後的僑商在世界各地組織「華僑經貿學員聯誼總會」，平常除了舉辦餐會作

為情感與資訊的交流外，並不定期舉辦各項演講活動，獲得最新資訊與知識，對海外僑商水

準的提升有相當的助益。目前全球共有 33個僑商經貿學員聯誼總會，其中以美國最多，約

將近 14個。

臺商自 1986 年以後大量對外投資，為凝聚在外臺商整體力量，各地臺商紛紛成立「臺

灣商會」，目前分布於世界各地之臺灣商會，若不包含位於各地的臺商協會組織，計有世界

臺灣商會聯合總會、6個洲際性臺灣商會聯合總會，以及 56個國家的臺灣商會聯合會等，構

成龐大的臺灣商會組織。各地臺灣商會成立的主要目的在聯絡臺商感情及交換商情資訊，當

然協助處理海外臺商所面臨之困難或與當地政府溝通、爭取權益亦是其重要任務。由於在外

奮鬥臺商日益增加，商會的力量也逐漸提高，有些國家的臺灣商會甚至可以直接與當地政府

重要官員溝通，對爭取臺商的權益貢獻很多。不僅如此，各地商會有時也扮演國內政策宣導

的角色，國內若有任何重要政策公布，商會均是良好的傳達管道，有時亦是政府與臺商溝通

的橋樑，讓國內政策能夠獲得海外臺商的認同。

最後，透過各級臺灣商會的運作，並透過世界各地臺商商情資訊的連結，臺灣商會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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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在外打拼臺商的直接服務機構。尤其是洲際性臺灣商會與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之理監

事會議，定期在世界各地舉行；並配合會議進行，安排會員間聯誼，相互交換商情資訊，包

括餐會及旅遊等行程，這些活動將協助在外臺商建立起新的人際關係。另外，多數臺灣商會

的幹部，大多是在當地事業有成、為人熱心服務、熟悉當地政商法令、擁有龐大人脈關係的

臺商，對於任何在外臺商經營可能面臨的困擾或問題，都能夠提供必要的協助，臺灣商會成

為凝聚當地臺商力量的主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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