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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臺北

臺北市位處亞太經貿區域的中心，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經過多

年的努力，已成為工商匯聚、人文薈萃之地，更於各項國際評比有卓越的

表現。

在全球化以城市為競爭的趨勢下，臺北市政府透過「提升產業效益、扶植

產業創新」，「完善場域空間、營造產業聚落」，「推動都市再生、完備

城市機能」，「建構智慧城市、倍增招商引資」，「引進民間資金、推動

重大建設」及「優化單一窗口、提升服務效能」等六大策略，營造友善便

利的經商環境，並推動資通訊、生技、文創、會展、醫療照顧等重點產業

發展，為企業打造一個充滿商機的城市。

近年更以打造「智慧城市 新經濟」為目標，致力發展數位化、智慧化、綠

色化的創新經濟，並藉由「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內湖科技園區」及開

發中的「北投士林科技園區」作為發展智慧城市的產業基地，導入創新應

用於城市行銷、觀光、交通、醫療及教育等工作，以增進市民生活品質，

驅動商業投資，挹注產業動能。

今日的臺北，不僅是便利、安全、健康且富涵文化氣息的城市，更以優越

的地理位置、高素質的人力及完善的基礎建設，吸引眾多國際知名企業在

此設立據點，為使更多國際企業瞭解臺北市之競爭優勢與市場商機，市府

製作「臺北 Index 手冊」，從經濟發展、社會人文、城市空間及政府治理

四大面展現城市的商業能量、多元文化及創新施政，讓每位投資人掌握臺

北市的產業脈動、人力資源、生活品質之關鍵數據資料。

未來，臺北市將提供更完善的基礎環境及投資優惠措施，展現多元城市風

貌，成為最具影響力的華人文化創意城市。在此，我們誠摯地歡迎您實地

造訪，感受這座城市精彩獨特的活力、魅力和親和力，更歡迎您以臺北市

作為全球布局的前進基地，和我們共享繁榮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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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摘要

編印目的

以大量數據呈現臺北市產業發展、人力資源、經濟及生活現況之樣貌。

指標組成

良好的指標可客觀反映當地經濟及社會發展走勢，其特性為可測量、可實

現及成果導向。本手冊透過經濟及生活評估指標，驗證之量化數據構成。

面向 指標

經濟發展

就業

所得與支出

產業

產業聚落

創新與企業家精神

商業空間

社會人文

人口與專業人力

文化與藝術

健康品質與社會安全

城市空間

土地使用與居住

交通與網路

環境

政府治理
政府財政

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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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總覽

臺北
內湖區內湖區

大安區大安區

大同區大同區

北投區北投區

士林區士林區

中正區中正區

松山區松山區

南港區南港區
萬華區萬華區

中山區中山區

信義區信義區

文山區文山區

臺北市位在臺灣北部，是臺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中心，共劃分為

12 個行政區，與鄰近的新北市及基隆市連結成大臺北都會區，人口總數

近 700 萬人。因基礎建設完善、交通網絡發達並位處亞太交通樞紐，飛行

約 3 小時即可抵上海、首爾及東京等城市，為連結日、韓及亞太新興市場

的重要橋樑。

由於國內營利事業所得稅為 20%，另對於企業研發投資、增僱員工及技術

合作權利金等皆有租稅優惠，且臺北市政府額外提供研發補助、品牌補助、

育成及天使補助等多項獎勵措施，使臺北市的投資創業環境極具競爭力。

總面積

271.8
平方公里

人口數

267.0
萬人

就業人口數

128.2
萬人

營利事業家數

22.8
萬家

營利事業總營業額

 4,057.7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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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

就業

臺北市的就業市場強勁，市內就業人口數龐大，呈逐年增加趨勢且屢創歷

史新高，目前占全臺灣總就業人口 11.2%，失業率維持在 4% 以下。

由於臺北市人口結構以青壯年居多數，人力資源充沛，可工作之勞動力人

口數超過 132 萬人，如將大臺北都會之通勤人口納入，臺北市境內工作人

數約可達 200 萬人。

依 2017 年就業者產業類別來看，市內就業人口以從事三級產業（服務業）

為大宗占 80.9%，次之為二級產業（工業）占 18.9%，一級產業（農林漁

牧業）最低僅占 0.2%。再依綜合行業別區分，人數最多的三大行業則依

序為：「批發及零售業」、「製造業」、「教育服務業」。

2014年至2018年臺北市就業人口數
(單位:萬人)

2017年臺北市就業人口：前十大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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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2014年至2018年臺北市失業率

3.5%

3.7%

3.9%

4.1%

4.3%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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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00

36,000

32,000

30,000

28,000

26,000

24,000

22,000

33,905.5 
32,326.4 

28,981.0 28,600.8 27,888.6 
27,221.7 26,768.7 26,078.8 

25,084.1 
24,078.6 

2017年臺北市所得收入者可支配所得：前十大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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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美元)

1,700

1,450

1,500

1,550

1,600

1,650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1,517

1,571

1,611

(單位:美元)

2013年至2017年臺灣受雇員工每月平均
薪資

1,621

1,661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3年至2017年臺灣與臺北市平均
每戶消費支出

33,282 33,696 33,419 34,058

25,808

35,910

26,966
25,23725,08924,848

35,000

40,000

20,000

25,000

30,000

(單位:美元) 臺北市 臺灣

2013年至2017年臺灣與臺北市平均
每戶可支配所得

42,944 43,656 43,882 44,669

33,85232,99432,05631,78931,303

42,498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5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45,000

(單位:美元) 臺北市 臺灣

經濟發展

所得與支出

臺北市民的消費潛力不容小覷，家

戶平均可支配所得為國內平均的

1.3 倍，如以收入者的一年可支配

所得來看，平均每人約為 24,009
美元。依行業別區分所得狀況，則

臺北市民個人所得前三名為「金

融及保險業」（33,906 美元）、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32,326美元）、「工業」（28,981
美元）。在購買商品及服務的消費

支出上，每年臺北市家戶花費的平

均金額亦為全國平均的 1.3 倍；以

市民個人的消費支出計算，則每

人花費金額一年平均為 11,659 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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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

產業

臺北市產業能量豐沛，整體營利事業家數穩定成長，至 2017 年實際營業

家數已佔全國 16.3%，且全國前 500 大資本額公司，有 281 家選擇登記

在臺北市，占全國 56.2%。近年臺北市營利事業的整體年營業額皆突破 4
千億美元，占全國總額 31.0%，以人口數來看，人均實際營業額達 15 萬

美元。

如依產業綜合行業別分析，2017 年臺北市的工商家數及總營業額皆以「批

發及零售業」為首，家數占比次之為「住宿及餐飲業」、「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營業額次之則為「金融及保險業」、「製造業」。

在吸引外來投資上，臺北市同樣表現亮眼，2017 年於全國新設立的 516
家外商公司中，有 346 家選擇設於臺北市，比例達 67.1%；僑外投資金

額創近年新高，占全國投資額 76.5%。再以投資業別來看，因臺北市政

府積極招商引資，推動發展醫療生技與資通訊等知識密集型產業，據統計

2010 年至 2016 年臺北市僑外投資額最高的前五大產業分別為「電腦系統

整合服務業」、「藥品及醫療用品批發業」、「投資顧問業」、「批發業」

及「管理顧問業」，成功使各項重點產業獲全球投資人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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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1720152014201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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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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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至2017年臺北市營利事業總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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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核准僑外投資金額(億美元)

臺北市金額占全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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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通過「產業創新條例」，提出三大稅優惠，包括個人天使投資人

半數投資額可抵稅；有限合夥創投不必繳營所稅；員工薪酬股票、技術入

股等不限期緩課，至移轉時以鼓勵天使投資人投資新創事業及吸引國際資

金來台投資。

產業創新條例

有限合夥創投

事業租稅優惠

依有限合夥法設立之創投事業，如符合出資總

額達新臺幣 3 億元以上、資金運用於境內達出

資總額 50% 及投資於新創公司達實收出資總額

30% 或新臺幣 3 億元等條件，得採透視個體概

念課稅。

天使投資人

租稅優惠

個人現金投資於設立未滿2年之新創事業公司，

得自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每年減除金額

以 300 萬元為限。

員工獎酬股票

適用緩課

將現行員工獎酬股票 ( 員工酬勞股票、員工現

金增資認股、買回庫藏股發放員工、員工認股

權憑證及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等 ) 5 年緩繳所得

稅，修正為於實際轉讓時按轉讓價格課稅。

學研機構創作人

獲配股票享緩課

創作人 ( 如教授、研究人員等 ) 自學研機構獲配

之股票，得持有至轉讓時按轉讓價格課所得稅，

以提升科研成果產業化。

創新採購
政府機關採購人員以共同供應契約辦理優先採

購軟體、創新產品及服務。

無形資產評價機制

為強化政府研發成果銜接市場之流通運用能

力，建立及管理無形資產評價資料庫，並搭配

金融投融資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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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於國內重點發展的資訊及通訊傳播業和生技產業，因產業群聚效應及

研究發展能量，公司行號及受雇員工的數量均現逐步上升的趨勢，2015
年受雇員工數已超過 10.5 萬人，合計營收超過 3 百億美元。加上臺北市

居為首都及國內最大都會圈，內外交通網絡建設完備，成功將多處國際級

展場硬體資源結合觀光發展，打造出臺北市獨一無二的會展產業，一年創

造超過 1.7 億美元經濟效益。此外，更因臺北市為華人地區文化與藝術最

蓬勃發展的都市，引領文化潮流而吸引眾多國內外旅客慕名造訪，為發展

文化創意產業帶來巨大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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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

產業聚落

為因應全球產業發展趨勢，臺北市政府特別規劃臺北科技園區，將資通訊

和生技等重點發展產業串連，於臺北市內形成群聚基地，為產業創造發展

機會及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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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科技園區涵蓋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內湖科技園區與大彎南段工業區等

地，目前以內湖科技園區規模最大，產業用地占 81.95 公頃，因開發時間

較早，為多家企業營運總部及研發中心群聚之地；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則是

以「亞太軟體中心」為目標設置，園區以生物科技、IC 設計及數位內容等

產業為主，總面積約 8.1 公頃，提供軟體工業及生物技術業等策略性產業

完善作業環境，並有支援性服務產業進駐使園區機能更完備。近年內湖及

南港園區之進駐企業、雇用員工及年度營收陸續創歷史新高，產業發展及

整體規模呈顯著成長。未來隨著東區門戶計畫之推進，以南港車站四鐵共

構站區為中心，週邊國家生技廊帶及新創產業廊帶亦將逐步打造成形，為

臺北市帶動經濟的新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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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

創新與企業家精神

為追求技術突破以改善品質、提高生產及獲利，企業大舉投入資金、人力

於研究發展，2017 年底國內共設有 250 家企業研發中心，其中有 46 家設

於臺北市，占全國 18.4%；2017 年全國投入研發經費最多的前 20 大企業，

總計投入 110 億美元資金，其中 9 家總部設在臺北市，投入的研究發展經

費達 30 億美元。

此外，對於新創公司發展至關重要的創業投資，國內擁有 2 百家以上創業

投資公司，2015 年一年投資 354 件投資案，平均每案投資額有 99.7 萬美

元；據統計約 8 成投資標的位在臺北市。而公開募股則是公司發展至一定

規模，募集未來發展所需資金的重要過程，其可一定程度反映公司的成長

狀況；2016 年設於臺北市之上市（櫃）公司數，總計占國內 30.2%，新

興企業發展極為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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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至2017年臺北市與其他縣市之上市及
上櫃公司數 (單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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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

商業空間

臺北市商用辦公空間主要需求多集中於金融、電子及醫療產業，且租賃需

求多集中於小坪數空間，2017 年 A 級商辦共釋出約 65,000 坪新供給，且

租金不到東京、香港等鄰近城市的二分之一。

雖近年市內整體商辦的標準租金呈小幅成長，但每月每平方公尺租金仍僅

約 14.52 美元美元，其中內湖科技園區及南港軟體園區商辦租金皆低於平

均，每月每平方公尺僅分別為 12.78 美元及 14.10 美元。

此外，臺北市基礎建設完善，市內供水穩定，用水費平均每度單價僅 0.39
美元，營業用電費平均每度亦僅 0.077 美元，低於日本、韓國等亞洲城市，

營運成本及環境皆具競爭力。

2014Q3 2015Q3 2016Q3 2017Q3

(單位:美元/平方公尺/月)

2014年至2017年臺北市A級商辦租金

2014Q3 2015Q3 2016Q3 2017Q3

2014年至2017年臺北市A級商辦空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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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人文

人口與專業人力

臺北市總人口近 270 萬人，從近五年人口結構變動來看，65 歲以上的

老年人口占比略增，從 13.0% 提升至 16.4%；未滿 15 歲的幼年人口

從 14.3% 略降至 13.8%；15 至 64 歲的壯年人口占比則由 72.6% 略降

至 69.8%。另市民參與勞動的狀況分析，至 2017 年臺北市勞動參與率達

57.4% 不減反增，其中特別是女性勞動參與率已達 51.6%，創臺北市歷史

新高。

臺北市為高等教育極為普及的城市，高達 75.5% 市民受過高等教育，比例

為全國 1.7 倍。因教育資源優渥，市內近 30 所大學校院，臺北市發展為

全國優秀人才群聚之地，擁有大量具專業性之高技術人才。至 2016 年，

市內具大專以上學歷的勞動力人口已突破 100 萬人，在資通訊、專業科學

及醫療領域之專業人員數亦高達 24.3 萬人，為企業獲利及創新研發的核

心力量。

268

267

266

265

269

270

271

2016201520142013

268.7

270.2
270.5

269.6

2017

268.3

2013年至2017年臺北市人口總數

(單位:萬人)

0% 20% 40% 60% 80% 100%

2017年臺北市人口年齡結構

0-14歲人口 15-64歲人口 65歲以上人口

臺北市 13.8% 69.8%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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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為亞洲商業重鎮，長期吸引各國專業人才來此工作，增加了臺北市

專業人力的多元性。至 2017 年在國內工作的 1 萬 5 千多名外國籍專業人

員中，有 5 千 5 百多人於臺北市工作；如以主要職業類別來看，臺北市的

外國專業人員有 55.9% 為商務人士，其次為教師（31.7%），再次之為工

程師（9.3%）。

為延攬及吸引外國專業人才來台從事專業工作及生活，2018 年 2 月 8 日

施行《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從鬆綁工作、簽證、居留法規至提供

退休、健保及租稅優惠，以協助我國企業國際化布局，並引領產業技術創

新，帶動國人國際觀視野及就業機會。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

工作、簽證及

居留規定鬆綁

◆ 針對外國人擬來臺從事專業工作、須長期尋職者，核發

「尋職簽證」，總停留期間最長 6 個月。

◆ 外國人才取得內政部移民署許可之永久居留後，鬆綁每

年在臺居留 183 天之規定。

特定

專業人才鬆綁

◆ 擬在我國境內從事專業工作者得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核

發「就業金卡」（工作許可、居留簽證、外僑居留證

及重入國許可四證合一）。

◆ 延長聘僱許可期間，由最長 3 年延長至最長 5 年，期滿

得申請延期。

父母配偶及

子女停居留

◆ 鬆綁高級專業人才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隨同申請永久居

留。特定專才及其配偶之直系尊親屬探親停留簽證由

最長 6 個月延長為每次總停留最長 1 年。

退休保障

◆ 受聘僱從事專業工作者經許可永久居留，得適用勞退新

制。任我國公立學校編制內專任有給之教師，經許可

永久居留者其退休事項準用公立學校教師之退休規定，

並得擇一支領 1 次或月退休金。

健保納保

◆ 專業工作者之配偶、未成年子女及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

活之成年子女，經領有居留證明文件可不受健保 6 個

月等待期限制。

租稅優惠
◆ 專業人才首次核准來臺工作，且薪資所得超過 300 萬

元起 3 年內享有超過部分折半課稅之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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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人文

文化與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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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為國內藝文發展重鎮，同時

也是華人地區文化與藝術最蓬勃發

展的都市。市內設立藝術村提供跨

國及多元文化藝術交流，並且有為

數眾多的文化藝術據點，如：國內

藝文活動最重要的舞台臺北小巨蛋、

國家戲劇院、國家音樂廳，以及多

處文創園區等。華人界極具影響力

的藝文盛典如：全球最早頒發且最具權威的華語電影獎項金馬獎、音樂獎

項金曲獎等多年皆在臺北市舉辦。

做為藝文之都，臺北市文創產業家數及營業額連年成長，2016 年臺北市

舉辦的藝文展演活動數占全國 12.0%，來臺北市參與藝文活動的人次占全

國 22.7%。且臺北市家庭在休閒、文化及教育上的花費總額約為全國平均

1.5 倍，占家戶總消費支出 10.7%、所得總額 7%，重視藝文的地方民情可

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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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人文

健康品質與社會安全

臺北市內有 36 間醫院（含 8 間醫學

中心）、3,572 間診所，醫療機構總

數占全國 15.8%；平均臺北市每萬

人口有 203 位執業醫事人員，為全

國 1.6 倍；每平方公里有高達 200
位執業醫事人員，密度遠高於國內

（每平方公里 8 位），醫療資源豐

厚居全國之冠。

因國內的全民健康保險屬於政府社會福利政策，採強制性納保，全國覆蓋

率超過 99%，其中臺北市的全民健康保險實質納保率已超過 99.5%。在臺

灣的外國人只要居留滿 6 個月即可參與全民健保，如果為來臺工作之合法

受僱者，則從受僱之日起就能參加健康保險，享有和本國人相同的醫療資

源與就醫權益。

近年臺北市的暴力犯罪與竊盜案件發生率逐漸下降，暴力犯罪破獲率維持

在 100% 以上（含積案與他轄案）、竊盜案件破獲率亦達 83% 以上，且

臺北市員警配置超過7千人，占全國11.2%，每萬人實際員警數有28.4人。

因此在 2017 年全球資料庫 Numbeo 的城市安全指數中，臺北市排名全球

第三，城市安全備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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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間

土地使用與居住

臺北市是臺灣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全市

總面積約 271.8 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

里約 9,872 人。市內規劃了都市計畫區，

占全市面積 47.8%，計畫區內再依區位條

件、使用模式及未來發展趨勢劃分出各分區

公用設施地、住宅區、商業區及工業區等。

另以房屋面積來看，臺北市的房屋面積總計

約 217.7 平方公里，其中 44.6% 為住家用，

55.4% 為營業或他用。

臺北市的住宅平均總價近年漲幅較趨緩，以 2014 年為基期，至 2018 年

第三季住宅價格指數降至 99%；在市內設有戶籍之住宅數呈逐年增加，總

戶籍數約 105 萬戶。

從住宅供給狀況來看，2018 年第三季臺北市的住宅存量較往年同期增加，

核發的建築物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總宅數達 2,094 間，亦較去年同期

大幅增加 22.5%；且交易狀況也較熱絡，住宅買賣移轉數較去年同期增加

13.2%。

公用設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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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區
6.3%

住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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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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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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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租金行情部分，如以 2011 年為基期，至 2017 年第一季國內租金指數

提升至 104.5 %，為歷年來新高，臺北市的套房租金來到平均每月每平方

公尺 16.6 美元。

臺北市政府為促進居住正義，近年積極落實興建公共住宅，目前已出租的

公宅有 11 處，施工中公宅有 13 處，規劃中住宅則有 17 處，目標提供 2
萬戶家戶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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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間

交通與網路

臺北市內有便捷且發展成熟的公共運輸系統，2016 年以公共運具作為外

出交通方式的市民達 42.8%，比例居全國之冠，其中比例較高者為捷運及

市區公車，兩者的公共運具使用率達 78.7%。因捷運網建設完備，路線涵

蓋臺北市內全部行政區及新北市部分行政區，總長度約 131.1 公里，準點

率高達 99.5%；而市區聯營公車亦已發展出近 262 條行經路線，構成大臺

北都會綿密的交通路網。

除了捷運及公車，臺北市對外往來的大眾運輸主要還有臺灣鐵路及台灣高

鐵，兩者皆經臺北市而縱貫臺灣南北多個縣市。位於臺北市內的臺灣鐵路

各站及高鐵臺北站，日均搭乘人次皆為國內最高，顯示每日皆有大量人潮

往返於臺北市及周邊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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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臺北市的自行車租借及道路規畫皆相當完善，目前已設有 400 個自行

車（U-bike）租借站，可供借用的自行車數量超過 1.3 萬台，市區內規劃

的自行車道總長度達 390.7 公里，城市的綠色交通發展相當成熟。

國內的家戶上網率約 85%，臺北市為網路普及且高度數位化的城市，在

連網發展上家戶上網率已達 90.7%，其中可上網家戶又以使用寬頻上網

為大宗，此外市民之個人行動上網率亦大幅成長。以國內整體來看，使用

行動上網的民眾以 4G 上網比例最高（占 89.8%），其使用目的主要為資

訊查詢（72.2%）及交談聯絡（56.6%），且 43% 曾使用行動支付服務、

28.3% 曾使用穿戴式裝置。

50%

70%

60%

80%

90%

100%

2016201520142013

74.1%

81.2%

62.8%

92.9%

80.1%

92.1%
89.0%

93.4%

2017

74.6%

98.7%

2013年至2017年臺北市市民之網際網路使用率

家戶寬頻上網率(%) 個人行動上網率(%)



21

城市空間

環境

城市的綠資源共涵蓋公園、綠地、體育場、教育園區、河濱公園、風景區

及國家公園等可供居民休憩使用之場所，因此綠資源的多寡可一定程度反

映都市居民的生活品質。臺北市約半數土地屬山域或丘陵等非都市發展

區，其中又可再分為保護區、河川區及風景區等地。近年臺北市綠資源

面積逐年增加，平均每萬人可享 52 公頃的休憩面積。對於城市垃圾的處

理，臺北市垃圾妥善處理率為 100%，資源回收率超過 60%，透過專用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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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袋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及資源分類回收措施雙管齊下，有效達成垃圾減

量的目標；污水處理率亦超過 80%；如以總懸浮微粒濃度來看空氣品質，

2017 年臺北市為每立方公尺 38.67 微克，低於國內的每立方公尺 48.65
微克。

此外因近年臺北市政府積極推廣減碳節能，鼓勵民眾及企業設置太陽光電

發電設備並提供經費補助，成功使臺北市的太陽光電裝置容量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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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治理

政府財政

臺北市政府致力於開源節流，嚴格控管舉債金額，是國內財政狀況最穩健

的縣市。目前除了積極建構具競爭力的經貿與創業環境，對於提高公民參

與、擴大公共政策溝通平台及促進政府服務之效率，亦同樣不遺餘力。

(單位: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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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治理

公民參與

臺北市政府融合參與式民主及當代數位治理模式，翻轉過往政策決策模式

並推出創新政策：

公民參與式預算

市民可進行公民提案、提案審議工作坊、提案票選等程序；里長及議員於

各階段出席，和參與的市民共同對話及對提案內容提供評估建議。程序提

案獲通過後，當年度預算可納入者即執行；無法納入且不急迫者則循預算

編列程序進行。

i-Voting網路投票
市民可針對不同市政議題，透過網路投票系統參與市政決策過程，方式包

含網路提案、網路參與附議及共同協作，議題最終投票結果將交予主責機

關參考採用。

青年事務委員會

由臺北市政府之遴選委員會選出 10 名網路自薦報名之青年，一同參與青

年事務委員會，以期透過青年事務委員會的多元意見交流與集思廣益，在

政策設計階段導入青年觀點，並形塑有利臺北市青年發展與需求之公共政

策。

市政顧問

為配合市政發展、強化施政品質，臺北市政府遴聘多位學者專家及社會賢

達人士擔任市政顧問，提供市政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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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臺北市國際評比

經濟發展：

◆ No.6 Asia-Paci�c Cities of the Future 2017/18 / fDi Intelligence

國際直接投資情報站 fDi Intelligence 依據城市的經濟潛力、商業友

好環境、人力資本、投資效益等指標，對亞太地區共 163 座城市進行

評分，並公佈「亞太未來城市評比」(Asia-Paci�c Cities of the Future 
2017/18)；臺北市在整體排名中高居第 6 位，僅次於新加坡及東京。

◆ No.32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GFCI 2018 / Z/Yen Group

英國知名智庫公司 Z/Yen Group 針對全球 100 個金融中心城市進行綜合

競爭力評分，並發布「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GFCI），評分項目包括商業環境、金融業發展、基礎設施、人

力資本等；臺北市在全球 100 個城市中排名第 32 位，亞太地區排名第

12 位，優於吉隆坡、曼谷、馬尼拉、雅加達等城市。

◆ No.45 Global Cities Outlook 2018 / A.T. Kearney 

已成立超過 90 年的跨國企業科爾尼管理諮詢公司 (A.T. Kearney) 依個人

福祉、經濟、創新、政府治理四個項目對全球 135 個城市進行「全球城

市展望」（Global Cities Outlook）排名，臺北市在所有城市中居第 45
位。

科技發展：

◆ No.5 The Most High-Tech Cities In The World 2017 / Business Insider

美國商業情報網 Business Insider 根據研究機構 2thinknow 之城市發展

數據，對全球 85 座城市進行評比，選出前 25 大高科技城，評估項目包

含專利數、新創公司數、科技創業投資人數量等；臺北市為亞洲之冠，

高居全球第 5 名，優於首爾、東京和新加坡等城市。

◆ No.11 Networked Society City Index 2016 / Ericsson

全球行動電信設備供應商愛立信（Ericsson）公布「全球網路型社會城

市指標」（Networked Society City Index 2016），評比全球 41 個城

市在永續發展（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以及 ICT 成熟度（ICT 
maturity）上的表現，臺北市全球排名第 11 位，高居亞洲第 4 名。

◆ No.56 IESE Cities in Motion Index，ICIM 2017 / IESE

有歐洲哈佛美名的 IESE 商學院對全球 180 個城市就政府治理、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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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凝聚力和人力資本面向進行「全球城市運轉指數」評比（IESE 
Cities in Motion Index，ICIM），臺北市在總排名中居第 56 位，更在

科技領域中排名世界第 1。

城市生活：

◆ No.8 Quality of Life Index Asia 2018 / Numbeo

據全球數據庫 Numbeo 於 2018 年發佈之「生活品質指標」（Quality 
of Life Index 2018），臺北在納入統計的 49 個亞洲城市中排名第 8 位，

勝過首爾、香港等大城；在健康照顧領域，臺北市在納入統計的 228 座

城市中排名第3位；安全性更是傲視全球，在378座城市中臺北高居第3，

僅次於阿布達比（Abu Dhabi）及慕尼黑（Munich）。

◆ No.10 Asia Paci�c Destinations Index 2017 / Mastercard Worldwide

在全球擁有超過 2 萬 5 千家金融機構會員的萬事達卡公司 (Mastercard 
Worldwide) 發表「亞太區最佳旅遊城市報告」(Asia Paci�c Destinations 
Index 2017)，指出臺北市去年共吸引高達 740 萬人次的國際觀光客造

訪，在納入比較的 171 個城市中排名第 10。

◆ No. 84 2018 Quality of Living City Ranking / Mercer

全球分佈最廣的人力資源管理諮詢機構美世 (Mercer) 評比全球城市生活

品質（2018 Quality of Living City Ranking），項目包含政治穩定、醫

療品質、教育體制、城市犯罪及交通便利性，臺北在 231 座城市中排名

84，優於上海及北京等城市。

自由度：

◆ Free Country Freedom in the World Scores 2018 / Freedom House 

台灣名列「自由國家」，在滿分為 100 的評比下，自由程度得到 93 分，

超越美國的 8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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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投資促進專案辦公室

服務窗口 功能 工作成果
臺北市投資服務辦公室

網址：http://invest.taipei
電話：(02)2757-4518

(02)2757-4519

◆ 企業投資諮詢

◆ 資源轉介媒合

◆ 投資障礙排除

臺北市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

網址：https://smartcity.taipei/
電話：02-2627-1916

◆ 創新科技應用

◆ 建立媒合平台

◆ 開放實驗場域

附錄 C 臺北市營運成本

臺北市營運成本
商辦標準租金 14.52美元 /平方公尺 /月
A 級 / 頂級商辦租金 26.56美元 /平方公尺 /月
用水費 0.39 美元 / 度
營業用電費 0.077 美元 / 度
營利事業所得稅＊ 最高 20.0%
綜合所得稅＊ 最高 40.0%
未分配盈餘稅＊ 5.0%
＊：為 2018 年施行，2019 年起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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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處理說明

1. 本文之美元對新臺幣以 1：30.1 進行計算。

2. 百分比數據資料計算至小數點後兩位，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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